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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孟昭福 孟宪东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多亏了白同志，要不是他，

俺那理赔款要不回来，孩子的病还得耽搁
着……”12月24日，一提到新世纪社区“法律咨
询党支部”党员白云明律师的帮助，社区居民高
朝朋的母亲就激动得两眼湿润，连声道谢。

前段时间，高朝朋被诊断为血管瘤，家中生
活极度困难，唯一的希望就是高朝朋曾投了大
病保险。可去保险公司理赔时，工作人员说他曾
经中断交费而拒赔。白云明律师听说后，为高朝
朋办理了法律援助手续，与保险公司进行反复
沟通，最终使高朝朋拿到了理赔款一万元，及时
看了病。

社会转型期如何抓好社区党建，强化社区
党组织的管理服务职能，发挥社区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今年以来，东昌府区以开展“机关党
员进社区活动”为契机，在社区组建“兼合式功
能型”党组织，探索建立党员在居住地发挥作用
机制，较好解决了这一问题。该区规定，凡在城
市社区居住的机关事业单位党员、退休党员、企
业党员、流动党员等，在不转移组织关系或临时
组织关系的情况下，根据党员的专业特长、兴趣
爱好，分别成立文体曲艺、医疗健康、爱心助困、
法律援助等“兼合式功能型”党支部或党小组，
积极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服务。

截至目前，该区已成立“兼合式功能型”党组织
362个，覆盖党员1 . 5万余名。

“兼合式功能型”党组织着眼于满足社区群
众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定期组织开展健康咨询、大型义诊、法律
援助等志愿服务，为社区居民办实事好事。站前
社区再就业培训党小组，为下岗职工以及社区
居民进行再就业免费培训。短短几个月，已培训
下岗职工78人，其中，36人实现再就业，十几人
开始了自己创业。八一社区联合党总支设定了
法律服务、医疗救助等十几类党员爱心服务公
益岗，确定岗位职责和服务内容，组织党员认领
公益岗位1022个。目前，驻社区党员共走访慰问
困难党员群众1500余人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1 . 6万人次，办实事好事500余件。

“兼合式功能型”党组织还建立了社区党
员服务台账，对确认属实的服务事项，按照次
数或件数，在党员星级评定栏中加挂红星进行
激励。同时，设立“社区党员光荣榜”，对表
现突出、群众信服的党员，进行张榜宣传。年
底，采取党组织民主评议、查阅工作台账、群
众满意度测评等方式，对党员在社区表现情况
进行考核，考核结果通报其所在单位党组织，
并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目前，全区35个
社区设立了“社区党员光荣榜”70个，已有
500多名党员光荣上榜。

东昌府区探索建立党员居住地发挥作用机制

兼合式功能型党组织温暖社区居民

□吕世军 陈国华 金珊 邹常康 报道
本报龙口讯 12月26日上午，在龙口市石良恒鑫

超市，李大爷一手拿着一桶花生油、一手提着一袋精细
面粉高兴地说：“如今，打粮、买油不仅方便，而且放心，
龙口市开办的‘放心粮油’店，真是办到了我们老百姓
的心坎上了！”

近年来，龙口市委、市政府把“放心粮油”做为民生
工程的重要举措来抓，全力推进政府“放心粮油”工程
建设，始终坚持选好、选准“放心粮油”加工企业，与供
货企业签定质量承诺保证书，不折不扣地按国家粮油
质量和卫生标准过筛子，对不合格的产品坚决不予上
架；抓好粮油质量检测站建设，配备必要的粮油检验设
施。先后投资50万元，购置了粮油质量检测仪器40台

（套），具备了相应的粮油质量检测能力。在加工、运输、
上架销售等各个工序，都有严格的专门监管措施，并对
示范企业和经营网点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管理，从源头
上把住质量关，确保“放心粮油”真正让群众放心。

截至目前，龙口市已建成“放心粮油”配送中心1
处；确立“放心粮油”加工示范企业2处；建成“放心粮
油”示范店10处，销售网点9处；创建“放心粮油”产品共
12个品种、42个系列、114个规格，全市30多家单位实现
了“放心粮油”供给。围绕“服务大众，关注民生”的目
标，龙口市将“放心粮油”产品的价格定位在“保本微
利”上，并开展了“放心粮油”进学校、幼儿园、大型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多项活动，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

龙口“放心粮油”进万家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付刚 朱大波 报道
本报泰安讯 入保手续繁琐、登记报名不能从网

上下载、就业咨询不便等问题一直被老百姓所关心和
关注。12月18日，泰安市泰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招聘30名社会监督员正式上岗,就人社工作献言献策。

据介绍，聘请的这30名社区会监督员分别来自街
道、镇、社区（村），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具有广泛的
社会代表性。这些社会监督员除在会议、例会上集中反
映问题外，还可以通过民生热线“9600818”、泰山区人
社局门户网站、寄发信函、发电子邮件或者直接到泰山
区人社局相关科室反映问题。对社会监督员提出的意
见、建议，由泰山区人社局信息中心收集整理，提出处
理意见并在规定时间内限期改正。

□通讯员 肖庆 报道
本报安丘讯 隆冬时节，在景酒产业园建设工地，

笔者碰到了正在指挥施工的景芝镇经贸办主任王勇
刚，他所包靠的潍坊综艺包装项目，总投资2 . 5亿元。王
勇刚既是项目建设的包靠责任人，又是该项目建设的
临时党支部书记，临时党支部共有3名成员，负责协调
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今年以来，景芝镇积极探索“项目党建”模式，在重
点建设项目中建立临时党组织推动项目建设。目前，11
个重点项目中，投资1 . 1亿元的信川机械、投资3000万
元的景酒生态酿酒产业园路网建设等6个项目已经完
成，投资2 . 6亿元的“水岸绿洲”居住小区、投资1 . 9亿元
的“雷士·三丰世纪城”、投资1 . 6亿元的景芝教育园区
等5个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泰山区30名
社会监督员上岗

景芝镇临时党支部
助推项目进度

12月26日，威海经济开发区新都小学的同学们正在阅读“希望工程”捐赠的新书。当天，共青团威海
市委、威海市"希望工程"助学金管理办公室共筹资20万元，为全市12所中小学校送去了电脑、图书等学习
用品。自"希望工程"开展以来，威海已累计筹集资金1100多万元，资助贫困学生1万多名。

□记者 彭辉 报道

□本报记者 孙 巍
本报通讯员 滕振华 丁兆霞 赵峰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对于祖辈栖息于海边
的渔民而言，大海就是“家”。

日前，记者在日照市岚山区岚山头街道采
访期间，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渔民“吃”海吃出了
新滋味，而这源于他们生产、生活、思维方式的
深刻变革。

36人小公司的倍增效益

渔家人依海生息。千百年来，岚山头街道渔
民栖海靠岸，以传统的海洋捕捞和近海养殖营
生。如今，这一现状正悄然改变。

12月3日，记者在前三岛水产开发有限公司
养殖区看到，过去的单一渔业养殖正被全新的
立体化养殖新模式替代——— 在这片区域内，上
层海面养贻贝、海面下层利用人工鱼礁底播技
术养殖海参，86公顷的海域，投放刺参2200万余
头，试养鲍鱼20万头，另有扇贝、牡蛎及多种经
济鱼类在此“安家”。

高密度、立体化养殖新模式引发了倍增效
应。这个仅有36人的“小公司”，年产值竟达到了
6000多万元，人均产值多达160多万元。

近海渔业资源日益枯竭、国家“双控”政策
加紧实施……近年来，与沿海众多乡镇一样，岚
山头街道传统渔业发展举步维艰。

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岚山头街道党

委政府因势利导，转变粗放型的渔业发展结构，
由传统的单一渔业模式向多元化的现代渔业模
式迈进。目前，岚山头街道已发展海产品加工企
业、冷库94家，浅海养殖的贻贝总产量达11万
吨，占山东省总产量的70%以上，一个集远洋捕
捞、浅海养殖、海产品加工、休闲垂钓于一体的
立体化模式初步形成。

五上央视的岚山渔民号子

岚山渔民号子是渔民在撒网捕鱼的过程中
统一劳作的劳动号子，岚山头街道渔民已传唱
了数百年。而今，这一颇具地域性特征的文化遗
产，被渔民们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

今年11月7日，岚山渔民号子在央视音乐频
道“2012年中国民族民间歌舞乐盛典”甫一亮
相，就引来喝彩一片。

这是小城号子第五次登上了央视节目。
“晒丰收、晒欢乐、晒幸福”，10位渔民口头传唱
的精彩演绎，展示了新时代渔民生活的新风貌。

植根于文化土壤，岚山渔民号子绽放出璀

璨的光芒。2006年，山东省政府公布的第一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中，岚山渔民号子
名列其中。目前经山东省政府推荐，正在申报国
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文化为魂，厚重的历史与现代的时尚，在
这里深度融合——— 以刻于367年前的海上碑文

“星河影动”为题，组建了星河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小学员屡获国家级、省级大奖；反映岚山渔
家特色的农民画，远售至北京、上海等地，忙时

“一画难求”；取材诸多来自渔民号子的“庄户剧
团”，每年往返各村居免费巡回演出……

66间“渔具仓库”背后的民本情怀

传统渔村常依海而建，多因规划滞后、散杂
而居等原因，给众多渔民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
便。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合村并居进
社区成为大势所趋。

告别过去破败的渔村，岚山头街道的渔民
们纷纷搬进新区、住上楼房。然而，原本高高兴
兴住上新房的渔民们，却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在全街道“干部下基层 真情献万家”活动
中，街道党委政府通过调研了解到，居住在秦海
小区的渔民虽然搬入了新居，但用于捕捞、养殖
的渔具却无处存放。

楼前房后做堆场，行人进出不方便，与周边
整洁的环境不匹配，渔具散发出的特殊气味，更
让邻里邻居颇有怨言……得知这一情况后，街
道党委政府迅速行动，投资58万元，建设了66间
渔具仓库，安置用于渔业生产的工具，解了渔民
的后顾之忧。

对于生活在海边的打渔人而言，最期盼的
是家人出海安全。

每年的6月到9月，进入休渔期的渔民闲了
起来，街道党委政府的机关干部却更忙了。举办
培训班、发放宣传材料、播放专题教育片……今
年岚山头街道先后培训船员达4000余人，渔民
的法律法规、安全操作等意识进一步增强。

温暖民心，凝聚民力，启动民智，一股干事创
业、改善民生的新风潮席卷岚山头。今年前10个
月，全街道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3 . 5亿元，同比增长
16%；实现居民人均纯收入12202元，同比增长13%。

“吃”海吃出新滋味
——— 岚山头街道渔事新闻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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