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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义 宫 梅

□郭洪恩 宋庆祥 报道
本报冠县讯 2月21日上午，冠县行政服务中心主

任戴明正上班后，在公务电子监察系统，发现一笔联合
收割机年检事项亮起了“红灯”，系统提示超时服务，该
笔业务2月20日上午9：49受理，按规定应当时办结，却
在“收费”这个环节停滞了。经查询，原来该事项办理到

“收费”环节时，工作人员启动了“收费”流程，开具了单
据，申请人因为没带钱表示改日再来，工作人员无权撤
销该笔事项，导致系统发出了警报。

“工作人员的每台电脑上都安装了电子监察系统，
对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同时还有40只电子
眼，监控工作人员的日常行动和服务态度。”县监察局
局长张其敏介绍，哪个部门受理了什么事项，办理到了
什么程度、程序合不合规定，电子监察系统都一览无
余。如果工作人员有超时服务、违规收费、违反审批程
序、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受理或批准等行为，系统
会自动发出预警、“黄牌”和“红牌”信号。

自去年8月份电子监察系统投入使用以来，冠县行
政服务中心办理业务3633件，无一起超时服务、违规操
作现象发生。

□记 者 王兆锋
通讯员 刘进文 崔存辉 报道

本报阳谷讯 游客到阳谷，千秋阳谷文化园和中
国第一家酒道馆——— 景阳冈酒道馆，是必到之处。由
景阳冈酒业打造的这条文化旅游产业旅游线，已经成
为我省工业游的新景观。近日，景阳冈酒业被命名为
“山东省工业旅游示范点”。

近年来，景阳冈酒业依托当地丰厚的文化资源，
先后投资数千万元，建设了千秋阳谷文化园、景阳冈
酒道馆，打造独特的英雄酒文化产业园区，与现代化
的灌装车间、景阳冈陈酿酒传统酿造技艺及赖茆储存
工艺复古窖池一起，形成了完整的工业旅游参观路
线。其中，景阳冈酒道馆涵盖了酒文化的起源、发
展、演变和兴衰史，收藏了大量的文物、典籍、酒
器、酒具等，是研究中国酒文化的宝贵财富。

发力工业游，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提
升。景阳冈酒业董事长徐怀谦介绍，游客在工业游
中，了解酒文化，产生了认知和认同，变成了顾客。

□记 者 宋庆祥
通讯员 刘明明 孙洪锋 报道

本报茌平讯 “住了多年的老房子有感情
了，真舍不得拆，但县里的好政策又让我不能
不拆。趁着过年团圆，俺在小院里拍了全家
福，留个纪念。交了这院的钥匙，就能领新楼
的钥匙，冬天再冷也不用挨冻了。”2月26
日，茌平县振兴街道杜陈村村民李华生，一边
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搬迁，一边告诉记者。

42岁的李华生家的二层小楼在村里数一数
二，是2002年在老宅基上翻盖的，一楼自住二
楼出租。今年年初，县里规划了环城水系南岸

绿化带工程，需要对该村54户民房进行拆迁，
李华生是其中之一。

根据县里的相关政策，老房子一平方换一
平方的安置房，不要安置房的按市场价赔付，
院内空闲面积折半补偿，加上前期丈量奖励
等，他家的二层小楼可以换一套大面积的楼自
住，外加一套小面积的楼出租。

安置房位于枣乡街和苑小区，李华生看了
心里直痒痒：“小区有花、有草、有暖气、有
天然气，能洗澡，和老房比一个天上一个地
下。”

让李华生最满意的是，县里还安排了农民

上楼“变市民”后的配套工作。街道办等联合
开展拆迁户技能培训，开通小额担保贷款绿色
通道等，使其安居乐业。李华生准备先去学个
驾照，以后找个送货的营生。

“拆迁的过程，是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
温暖的过程”。县拆迁办主任马勇介绍，贺张
村村民张喜萍，丈夫瘫痪，儿子患精神疾病，
还有80多岁的婆婆，把三间老房子隔成几间小
屋出租生活。县里除正常补偿外，把张喜萍一
家安置在安康小区3号楼一单元一楼，全家办
理了低保，儿子免费进入茌平特校上学，安排
张喜萍在小区物业上班，解决了她家的生计问

题。张喜萍经常说：“没有想到因为拆迁过上
了好日子。”

“依法依规、公开透明赔偿，是搞好拆迁
的关键。”县委书记陈秀兴介绍，为杜绝拆迁
中的“加盖抢建”现象，县里制定了“容积率
标准”，除正屋外的空闲院落补偿标准，以
0 . 7的容积率为标准核算，抢建加盖的人捞不
到便宜，老实人也不吃亏，避免了盖与拆的对
抗，也避免了建筑材料的浪费。3年来，全县
拆迁面积120万平方米，涉及1990户，全部顺
利搬入新居，137户困难群众得到合理安排，
未发生一起因拆致贫、群众上访的事件。

□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俞丽娟 郭素彦

“省卫生厅的5位‘第一书记’是去年4月份
来的。当初，我们没想到他们给农民办这么多实
事，没想到他们的付出这样多，没想到厅里的支
持这样大。”2月27日，阳谷县李台镇党委书记马
德军，对记者连说三个“没想到”。

“第一书记”进村后，很快摸清了大寺一村
等5个村的情况，然后对症下药，他们制定了《包
村脱贫发展规划》，提出“通路通水”等“五通”和

“有致富项目”等“十有”目标。省卫生厅厅长刘
奇到李台镇现场考察，回去两次召开党组会，对
脱贫规划进行论证完善，针对“五通十有”每一
项指标都有详尽的规划内容。以红头文件下发
到各单位、处室，在资金等各方面给予大力支
持。

“第一书记”们与省农科院的专家反复沟
通，决定以种菜、养殖为突破口。去年8月上旬，
驻武堤口一村“第一书记”刘社，克服人员短缺、
矛盾调解等困难，发动农民建起50亩的大棚。10

月初开始收获，每亩菜的收入已经过万元。这个
项目的成功，坚定了他们发展高效农业的信心。

他们争取协调资金750万元，建156个高标
准钢架结构大棚。在施工现场，焊花四溅，一个
个占地2亩的大棚初见雏形。省卫生厅驻李台镇
帮扶组组长刘用立介绍：“这种组合式大棚，是
从北京引进的，在咱省是头一家。宽13 . 4米，高
4 . 5米，长度可以调节为60米、70米，能抗大风和
暴雪，保温效果好，用几十年没问题。种无公害
蔬菜、葡萄等，年可增加农民收入310万元。”

无工不富。5位“第一书记”先后赴河南、江
苏等地考察，依托卫生系统的资源，引进了总投
资一亿元的医疗卫生耗材项目。该项目即将开
工建设，投产后可安排附近村庄的300多名农民
就业，年营业额可达2亿元。该项目每年拿出营
业额的1 . 5%，作为所帮扶村的集体收入和贫困
户的扶助金。解决贫困村无集体收入、发展后续
乏力的难题。

投资60余万元的小农水工程等多个项目相
继落地，金堤河两岸2000多户农民喝上了放心
的自来水，村卫生室进行了全面改造,李台镇成

为全省第一个拥有远程会诊中心的乡镇，一件
件实事赢得了群众的赞誉。为了这些，5位“第一
书记”付出了很多。他们住在镇委院子的宿舍
里，刚来时，有人皮肤过敏，起了奇痒的红疙瘩；
没有空调，晚上热得睡不着，就在院子里坐一
晚。元旦时，因盯着高标准大棚的施工，“第一书
记”程昆没有回家，把所有的被子都盖上依然
冷。半夜里他给朋友发调侃短信：“我现在成了
卖火柴的小女孩，正冻得瑟瑟发抖。”

因为离家远，平时，他们都十天半月才能回
家一次。有的人妻子患癌症，有人的父母患重病
需要照料。他们把对亲人的牵挂埋在心里，全身
心投入到驻村工作中。去年12月份，下大雪。打
自来水深水井的地方需要砍伐一些树木，第二
天设备和人员就要进入现场。刘用立和程昆冒
雪去现场查看，一看树还没有清理。刘用立火
了，给所在村的村支书打电话：“给我找锯子来，
我给你们伐树！”该村支书该忙赔不是，很快组
织人把树伐了。

现在他们忙着配齐配强各村的两委班子。
刘用立说：“要给乡亲们留下不走的工作队。”

□李文 孙洪锋 宋庆祥 报道
本报茌平讯 “没想到咱农民进了城，在教育、

就业、住房、文化活动等方面，和城里人享受一个待
遇。”3月1日，在茌平县城开鞋店的郑殿辉说。

2010年，郑殿辉的妻子通过培训，到金号织业织
造车间上班；去年县里放开县城小学对户口的限制，
他的孩子进入实验小学；去年年底，他按揭贷款在人
民广场附近的“金都花园”买了套85平米的房子。

近年来，茌平县先后推行了教育、就业、住房、
文体设施“四同一”政策，凡具有城市住房或进城务
工有稳定工作一年以上的进城农民，子女入学与市民
享有同一权利；不分户籍所在地，在岗前培训、推荐
就业方面享有同一权利；县城公园、图书馆、文化
馆、体育场、体育馆对全县群众免费开放；在廉租房
申请上，进城务工有稳定工作一年以上的进城农民，
与城市低收入者享有按同一标准保障。

为推进城镇化平稳发展，茌平县在县城新建了4
处中小学，新增入学近2万人；大力扶持发展中小企
业及工商业，新增就业岗位5万余个；建成安居房、
廉租房20万平方米；投资6亿多元建成了公园、体育
场、体育管、博物馆、图书馆，修建了56处小型文体
游乐园，全部免费开放。

□ 本报通讯员 崔 颖 马 兵
本 报 记 者 宋庆祥

“不抽烟，不喝水，不吃一口饭，不收
一分钱，在东阿县是个有名的好心人，他连
续七年免费出车服务群众，成了一方百姓心
中的爱心使者。”到东阿采访，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董长林提起于茂田，赞不绝口。

2月24日，我们刚刚走进于茂田的家，
院里便来了一位老人，老于迎上前去，两人
牵着手走进屋里。言谈间得知来者叫张安
民，和老于因车结缘，成了好朋友。“俺今
年70多了，老伴得了重病，以前靠拾荒给老
伴治病，老于知道了俺的情况，每次去看病
都免费接送俺们，还给了不少钱和东西，
唉，对俺跟对亲哥哥一样！”

老于家的院子简朴整洁，一辆红色夏利
轿车停在正对门口的简易车库里，“车轮滚
滚万里云，为民服务不收银”，车后窗上贴
着的红色对联已经褪色裂口。“七年了，用
胶水粘了多少次了。”老于边说边用手按下
对联翘起的边角。

老于是东阿县陈集联校的一位退休教
师，家住陈集乡于北村。他把四个孩子培养
出了三个大学生。2007年，60岁的老于考取
驾照后，把两双儿女喊在一起开了个小会，

“没有这么好的社会，我不可能把你们带大
成才，现在你们工作了，我也退休了，到了
咱们回报社会、回报乡亲们的时候了，我要
买辆车，后半辈子的时间就用这种方式为乡
亲们服务。”孩子们很快凑钱给老于买了辆
崭新的夏利轿车。在老于的心里，这辆车从
一开始就不是私家车，而是“公”车，谁家
老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红白喜事，他总是
热心跑去免费服务。

老于说：“当时县城私家车很少，我的
免费私家车一时成了大家的热议，有人怀疑
我的动机，有人讽刺我出风头，更多的人是

在观望，想考验考验我是不是真的不收钱。
刚开始看到生活困难的家庭办白喜事，我免
费去帮忙，大伙都不相信，花钱雇来的车主
还挤兑我。”

慢慢地，老于的真诚和热心消除了大家
的误解。“什么事只要给他吱一声他肯定立刻
来帮忙，年前下大雪那天，我孙子生病发高
烧，天都黑了路上太难走，打电话叫城里的出
租车人家都不来，后来找到茂田，他放下筷子
开车就拉我们去了医院，帮忙把孩子一切检
查都做完，自己才摸黑回去的，孩子出院后我
给他油钱，他说啥都不要，俺俩把手拉扯红
了，到底还是没收，真是个大好人！”提起老于
的帮助，邻村于前村的于志宝很是感动。

老于说；“村上没啥事了，我就开车去
城里转悠，车站啊医院啊是常去的地方，碰
到有困难的，我就叫人家上来，问多少钱，
我就说后车窗上明码标价，为民服务不收
银。”记者问老于这七年免费帮了多少人，
他说：“两万来公里的时候换了回里程表，新
表现在跑到29088公里了，加起来跑了49088公
里，绕地球一圈还多了，大约帮了2000多人。”

七年来，加油修车上保险，老于每年搭
上一万多块钱，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为啥这样
做。老于家的门联似乎给出了答案：“赚钱
不如积德，存款不如行善”。

□宋庆祥 杜银时 报道
本报高唐讯 春节刚过，28个时风发动机集装箱

离岸驶向印度尼西亚。“一、二月份发运出口发动机
12000台，签订合同20000台，生产排序已到4月中
旬。”时风集团总经理刘成强介绍。

时风针对市场需求，主攻大马力机型，改进飞轮
重量，加大离心力，增加压缩比，改进首次启动成功
率，赢得用户好评。印尼最大客户ECHO公司到时风
考察后说：“时风是一个掌握未来追逐未来的企业，
只有和这样的企业合作，才能拥有未来”。时风对市
场保持敏感的反应度，针对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原
材料价格波动幅度加大，国外市场贸易壁垒增多的情
况，让销售商及时上报库存数量，销售进度，根据市
场需求变化，制定产品改型要求和销售计划。

为了吸引更多客户，时风面向市场实施差异化战
略。眼下，时风产品有三轮汽车、低速货车等运输机
械，有大中小型拖拉机、发动机等农业装备，有电动
汽车、轻卡汽车、玉米联合收割机、化纤等战略新
品，满足用户的多层次需求。

茌平：依法依规公开透明拆迁
3年拆迁1990户未发生一起因拆致贫或上访事件

■民生故事

东阿退休教师于茂田———

七年免费出车服务群众

对朝夕相伴的爱车，于茂田倍加爱惜。

“三个没想到”背后的助农情怀

冠县“电子眼”

盯出好作风

时风发动机

旺销印尼

景阳冈酒业

发力工业游

茌平进城农民

与市民“四同一”

□崔颖 孟凌云 宋庆祥 报道
本报东阿讯 2月26日，刘集镇东苫山村

村民刘均宪，和镇卫生院签了约，拥有了自己
的“家庭医生”刘凡云。今后，刘医生和他的
三人团队将定期上门，负责刘均宪和他家人的
日常诊断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2012年下半年，东阿县启动了农村“家庭
医生服务”项目。签约后家庭医生团队和农村
居民建立稳定的医疗保健关系，以辖区的老年
人、婴幼儿、孕产妇、慢性病患者为工作重
点，优先覆盖、优先签约、优先服务，逐步实
现“户户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人人享有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

每个医疗团队由一名医生、一名护土和一
名公共卫生人员组成，负责300到500户家庭，
并为每户居民发放联系卡。目前，全县已有28
万农民签约了“家庭医生”，占到全县农民总
数的85%以上，预计到2013年底，签约率将达
到100%。

东阿28万农民

有了“家庭医生”

□庆祥 文忠 茂厚 报道
本报高唐讯 “我每天早晨5点半开始工

作，天天如此，只有逢年过节歇上几天。”2
月27日，高唐县环卫清运公司工人刘桂堂介
绍，他共负责6个村的垃圾清运。

该县投资43万元在47个城中村建成216个
高标准垃圾池，由县环卫清运公司统一管理，实
现了城市规划区内环卫保洁、垃圾清运全覆盖。
县开发区孙屯村800多人，被纳入统一环卫清运
后，村庄容颜大变，72岁的李俊和说：“自打‘环
卫保姆’进了村，俺心情一天比一天好。”

高唐农村

来了“环卫保姆”

□李淑静 宋庆祥 报道
本报聊城讯 中通客车近日派出7个服务

小组，分配到济南300部新能源车辆运行的18
条线路、停放点，进行现场服务，受到客户好
评。

所有服务人员每天上午8点前赶到现场，
对每位驾驶员提出的问题及时处理，处理完毕
后，填写服务记录，由驾驶员签字认可；次日
上午将服务记录上交技术支持小组，对于服务
过程中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第一时间内向技
术支持人员进行汇报；所有服务人员在处理问
题时，对驾驶员进行温馨提醒，确保车辆正常
运行。

新能源客车的有效运营，也需要各配套厂
家的支持。中通客车协调动力电池、发动机、
伊顿系统、电驱动电机等各大配套商，根据车
辆及线路情况安排人员驻点服务；同时对所有
驾驶员、维修服务人员进行新能源客车整体介
绍、基本操作、电动客车仪表、CAN线及传
感器、空调、电传动系统、制动系统的使用与
操作、悬架系统维护保养、变速箱及控制系统
维护保养等方面的培训，保证问题处理得及时
有效。

中通：跟踪服务

到现场

□昭福 志荣 庆祥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这茬油菜卖了两万多！我

这一亩二分棚一年种四茬，年亩效益近四万。
去年，俺村上有的户卖了十六七万元。”2月
19日，祝柴村油菜合作社社长李忠宽介绍。

聊城市东昌府区于集镇有耕地5 . 2万亩，
小油菜种植面积4万亩，仅此一项全镇农民人
均收入过万元，被誉为“中国油菜第一镇”。

走进祝柴村现代农业生产示范园，一条条
田间小路全部硬化，路两旁全部是钢结构大
棚。李忠宽边走边介绍：“合作社为菜农提供
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包装袋上的条
形码可显示油菜生产全过程，无公害，上海各
大超市争着要。合作社带动10多个村庄、2000
余户。全镇像这样的合作社有6个。”

镇委书记许士海介绍，全镇260个销售大
户组建了蔬菜销售协会，构建起覆盖全国、延
伸国外的销售网络。全镇53个行政村建立了
200多个蔬菜收购网点和3处蔬菜批发市场，于
集产油菜销往国内外100多个大中城市。其
中，去年出口5万吨，创汇5000多万元。

小油菜长成大产业

□席真 宋庆祥 报道
本报聊城讯 “东昌府区湖西街道郭屯村紧邻城

区，多年来种植玉米、小麦等低效作物，每亩年收入不
足1000元。村“两委”经过召开村民代表会，采用“反租
倒包”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以每亩每年1500元的价格
将土地承包给“天禾有机农业科技示范园”。土地流转
后，除承包收入外，脱离土地的农民，有的搞起了运输，
有的到附近工厂上班，全村每户年均增收1万多元。目
前，该区进行流转的土地面积达到105867亩，有互换、
转包、入股、出租、转让、托管等多种形式。

东昌府流转土地十万余亩

□赵玉国 宋庆祥 报道
3月3日，聊城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雷锋志愿者开展了“迎小鸟幸福归巢”爱心活动。他们用废弃的木板和塑料袋，制作了10个精美的鸟

巢稳固地挂在树林中，为树林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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