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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村改造群众参与度高，高新区新钢街道———

这里的拆迁“静悄悄”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王伟利

白浪河畔的“小香港”，月河路上的“王府井”，
中国北方的“小江南”……一系列“潍城印象”诠释
着潍城区全域城市化的突飞猛进。围绕“一城四基
地”的战略目标，这个区正在全力实施全域城市化
开发，建设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区。

自上世纪90年代区划调整以来，潍城作为潍
坊市的中心城区之一，却仅拥有着几十平方公里
的老城区。20多年过去了，其272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尚有200多平方公里沉寂的乡村。城乡二元对
立、东西部发展矛盾，始终是这个区城市化进程中
难以突破的“瓶颈”，长期以来，城市品质得不到提
升，市民生活低端徘徊，一顶“老区”的帽子成了粗
老重缓、破旧陈杂的代名词。

今年春天，潍城区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城四基地”全域城市化战略目标。“一
城”,即通过旧城、城中村、远郊村三大版块的改造
提升，推进272平方公里全域城市化开发，建设宜
居宜业现代化新城区；“四个基地”,即以城市商
贸、现代物流、文化产业、城市工业四个基地建设
支撑“一城”发展目标。

在白浪河西岸旧城区的废墟之上，一座“香港
城”正在迅速崛起。这座高品质的综合性商业中心
因成功引入香港商业模式而得名，它延伸了香港
最具影响力的紫荆花、英皇、铜锣湾三大广场和柏
丽、皇后、金巴厘三大道，引进了香港四季百货在
内的香港百盛奥特莱斯名品城、香港巴黎春天时
尚城、大韩城等众多商业元素，建成后将成为集餐
饮、休闲、文化、娱乐、酒店、公寓于一体的港式文
化综合体，给消费者带来前所未有的购物享受。青
年路南头正在建设中的中华茶博城，占据潍坊火
车站南广场片区的核心位置,被誉为火车站南广
场片区开发建设的“助推器”。它是南关街道高家
楼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和二期共10万平方米的
茶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中心,已于去年10月正式运
营，18万平方米的三期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

中。三期全部建成后,中华茶博城将成为全省规模
最大、功能最完善的一站式茶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中心，形成110万平方米的茶产业高端载体，成为
辐射整个华东地区的茶文化博览交易中心。

近年来，潍城区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规划面
积21平方公里的鲁东物流中心，是全省50个重点
园区之一，已形成总部物流、精品钢铁、百货配送
三大板块，物流设施面积达600余万平方米，落户
专业物流企业79家，年交易额达380亿元、利税3 . 1
亿元，被评为“中国物流示范基地”。目前，潍城区
正在以专业物流、高新物流等为方向，加快构建现
代物流产业体系，争取到2016年实现年交易额突
破500亿元、税收6亿元以上，提供就业岗位5万个
以上，建成山东半岛乃至华东地区重要的物流节
点。

鲁东物流中心坐落于潍城经济开发区内，这
里有一条环境优美，人文气息浓厚的绿色长
廊——— 大于河。在它的西岸，昔日的远郊村——— 崔
家村已变成了配套齐全、方便舒适的银河花园。38

栋多层住宅楼、3栋小高层以及11栋沿街商业房拔
地而起，餐馆、商店等一应俱全，其东边毗邻经济
开发区人民医院、豪德中学、豪德小学，医疗、教
育、商业、交通等条件已经成熟。目前，490多户村
民已经全部搬进了住宅楼，过上了城市生活。

“二百支红炉、三千砸铜匠、九千绣花女、十万
织布机”，潍城历史上就是半岛著名的商埠和手工
业名城，明清时代就有“南苏州北潍县”的美誉。近
年来，这个区着力发展以总部经济、购物经济、餐
饮娱乐等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初步形成了以服
务经济为主导的城市经济结构，服务业占GDP比
重、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服务业
税收占全部税收比重分别达到50 . 6%、55%和
63 . 5%，是全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这个区先
后建成青年路IT产业街、茶文化街区等6条特色
街区，初步形成中百、火车站、金泰、金沙四大
商圈，300万平方米的城市商业中心基本能够满
足不同层次群体的消费需求。全区大中型商场、
超市、市场达16处，年营业额达到178 . 6亿元。

潍城有2000多年建城史，文化底蕴深厚，名
人辈出，古迹众多。这个区注重搞好传统文化的
发掘和新兴文化的培育，以文化街区、创意孵化
器建设为突破口，做好放大十笏园、文化名人、
山水游、艺术品交易、广告创意等五个品牌，打
造文化产业基地。为推动文化产业聚集发展，这
个区启动了城隍庙“金银仓”改造，形成以十笏
园为核心，连接城隍庙、万印楼、文交所等古今
建筑的文化高地，并通过对国家级广告创意产业
园的改造提升，建设创意西街68、西街99、西街
88三大孵化器，目前已引进广告创意企业213
家。

爆发突破力，聚集发展力。潍城正在实现着
全域城市化的完美蜕变和升级，为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建一座品质高端、生活幸福的城。到
2030年，城市建成区将由现在的51平方公里拓展
到130平方公里，人口由41 . 5万增加到80万，城
市化率则从如今的66%提高到95%。

“一城四基地”推进潍城城市化

□见习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随着潍坊万达广场、世纪

环球中心、绿城诚园等一大批项目投资兴
建，奎文区重点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今年
前三季度，该区列入市重点调度的66个过亿
元项目已完成全年投资任务。

今年以来，奎文区实施项目科学化、精
细化管理，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投资效益日
渐提高。目前，该区已经启动了2014年固定
资产投资计划编制工作，初步提报续建项目
70个，新开工项目31个，前期项目29个。

奎文66个过亿项目
完成全年投资

□见习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近日，青州市开发建成

了矿山远程监控中心，工作人员只需操控
一台电脑即可全面了解矿山企业的开采面
积以及车辆出厂情况，实现对矿山企业24
小时无缝隙监控。

据了解，该矿山远程监控中心由青州市国
土局投资近50万元开发建成，主要包括数字化
监管平台和视频实时监控系统两部分。全市10
家露天矿山开采企业分别安装了视频监控系
统，通过3G网络把视频数据传输到市国土局设
立的视频远程监控中心。在监控中心，各企业
的生产状况和工作环境影响一目了然。

□见习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据悉，今年前十个月，

高新区共申请国内专利1551件，同比增长
23 . 5%，其中发明专利申请420件，同比增长
37 . 7%；获国内专利授权1035件。发明专利
申请量、授权量均居潍坊市首位。

据介绍，今年以来高新区以创建国家
知识产权示范园区为主线，以推动国家半
导体照明产业和山东省新型动力机械产业
知识产权集群管理试点为突破口，不断加
大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增强全社会
知识产权意识，使区域创新能力和综合竞
争力得到显著提高。

高新区发明专利
增量居潍坊首位

□宋学宝 马世波 姚新 报道
本报临朐讯 日前，临朐智能红绿灯

投入试运行，这种信号灯会根据四个方向
的车流量多少自动调节、优化放行时间，
最大限度地提高车辆的通行效率。

据了解，红绿灯智能化的原理是通过
埋设在地面的地感线圈自动感知车流量，
再传递给信号灯，控制系统会按照收到的
信息合理调整红绿信号灯的变换。临朐县
交警大队设施中队中队长吕学凯介绍说，
这个智能化交通信号控制系可以提高通行
效率百分之三四十左右。下一步，该智能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将会在临朐城区有条件
的路口陆续安装投入使用。

临朐智能红绿灯

投入试运行

□记者 宋学宝 报道
本报昌邑讯 昌邑市日前下发《昌邑市

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实施细则》，从12月1
日起在全市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用。预计一
年可为全市殡葬服务用户减免500万元，减
免费用全部由该市财政负担。

据了解，昌邑市核定的基本殡葬服务减
免项目有：普通殡葬专用车遗体接送费、殡
仪馆内遗体搬运费、车辆及遗体消毒费、一
天内遗体普通冷藏费、环保型火化炉遗体火
化费、100元之内普通骨灰盒一个、一年内金
属全封闭架骨灰寄存费。这些项目在结算殡
葬服务费用时直接予以减免，最高减免标准
为每具遗体1110元。

昌邑减免
基本殡葬服务费用

青州建成
矿山远程监控中心

□ 宋昊阳 于明鹏 王佳声

为加快城镇化步伐，高新区新钢街道党委、
办事处积极与区内大企业合作，实施全面旧村改
造。现已完成整村拆迁6个，其中3个村已搬迁住
楼，呈现出改造过程平稳、群众参与性高、生产
生活稳步提升的可喜局面。

绝不仅仅是拆旧建新

“旧村改造，绝不仅仅是拆掉旧房子、建起
新房子那么简单，而是旧村改造、集体经济、村
改居等相应事业的统筹发展，包括教育、文化、
就业、老年人保障等各方面工作综合推进的一个
过程。”在谈到旧村改造时，新钢街道党委书记
钟世旺如是说。

2011年底，在经过周密调查后，新钢街道蔡
家楼村在旧村改造中“吃了第一个螃蟹”。因为
严重缺水和毗邻炼钢企业，该村房屋破旧、村道

坑洼，村容村貌极为落后；因为贫穷，村集体积
累在全街道倒着数，800多名村民中，光棍能编
成一个排。这些问题成为街道干部长久以来的心
病，实施旧村改造也成为全村群众的日夜期盼。

为了打消部分群众的疑虑，新钢街道把调研
情况、宣传发动放在了整个拆迁工作的最前面。
街道党委组织成立的群众工作委员会也发挥了积
极作用。该工作委员会由各村退职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组成，群众工作经验丰富，他们进村
入户，帮助拆迁小组宣传政策、解疑释惑，成为
维护稳定的重要力量。

在街道人员的不懈努力下，蔡家楼村的拆迁
过程平稳而快速，受到了群众的一致拥护，可以
说，这里的拆迁“静悄悄”。

现在的蔡家楼，村民们已经过上了城里人的
生活：他们大多数在附近的特钢集团上班，每月
收入两三千元；在村里，他们不仅享有水、电、
暖、有线电视等集中配套的基础设施，而且几乎
家家户户都购买了汽车。

村支书带头拱倒自家屋

蔡家楼村的成功升级，给周围村带来了示范
效应，拉开了新钢街道各村争先上楼的序幕。

“那时候，每逢赶集上店，我们村的老少爷
们都议论纷纷，都盼着拆迁轮到自己村，让咱也
过过住楼的瘾。”东黄门村支书单勋员说，在这

种示范效应下，新钢街道的旧村改造进程大大加
快，渭阳村、三岔河等村先后驶入了上楼的快车
道。

渭阳村仅有146口人，在街道党委的安排部
署下，经过半个月的入户宣传发动，该村于今年
4月15日召开了全体村民会议，大家各抒己见，
把一条条政策反复讨论，最终形成了全村人都接
受的一套方案。

作为全村人的主心骨，已经担任村支书三十
年的李付刚深知身先士卒的道理。他家在村西北
角开着沿街小超市，一年收入2万多元，再加上
东边的三间瓦房出租，每年在房子一项上就有不
菲的收入。然而，在4月20日，李付刚让推土机
首先把自家房子拱倒了。

“在拆迁上，我们必须带头，要不然谁听你
的？”李付刚深有感触。在村干部纷纷带头拆房
的示范效应下，渭阳村很快就完成拆迁任务，比
原计划提前了三天。

为群众着想群众自然拥护

旧村改造是城市化进程中备受瞩目的一个方
面，如何在拆迁中最大程度地实现、维护、发展
好群众的利益，一直是党员干部最为关注的课
题。用新钢街道一位干部的话说，拆迁安置工作
的关键是有没有保护好群众的利益，只要为群众
着想，让“遗产多一点、遗憾少一点”，工作自

然会得到群众拥护。
“三岔河村全村109户、345口人，仅仅用了

一天就全部拆迁完毕，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
迹。”三岔河村村支书吴敬海说，三岔河村能够
迅速完成拆迁，村两委领导班子功不可没。当
时，两委成员大多在沿街有经营商铺，房子成本
较高，按照原来政策，可以多补偿1万，但这个
方案被干部们自己带头否决了。

在旧村改造中，新钢街道东曹庄村、于家庄
子村、渭阳村、蔡家楼村都进行了土地流转，此
举壮大了集体经济，盘活了资产。村里有了钱，
老年人的养老、福利等一系列问题得以解决。

“我们推行的旧村改造，最终目的是盘活土
地资源、积累集体资产、增强发展后劲，让村民
的生活质量水平实现大幅度提升。举例来说，蔡
家楼旧村改造后还剩下1100万元，于家庄子还剩
下1900万元。这个钱，是干部服务百姓的‘本
钱’，百姓生活的‘面钱’。”新钢街道党委书
记钟世旺说。

目前，新钢街道正加快集中居住区建设，渭
水苑和银通两大居住区在建楼座37栋，其中29栋
已完成封顶。今年计划在渭水苑二期施工地点以
西98亩土地上新开楼座18栋高层，建筑面积24万
平米。同时，新钢街道加快谷家石门村拆迁，腾
出土地78亩用于银通社区后续开发，共规划建设
高层14栋共10 . 5万平方米。

□宋学宝 张景伟 报道
如诗如画的白浪河湿地公园

□宋学宝 季江令 报道
潍城一角鸟瞰

□见习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1月22日上午，奎文区

潍州路街道黄家社区工作人员接过了区委
统战部赠送的“同心书屋”牌匾。据悉，
奎文区委统战部向黄家社区赠送1000余册
图书，受到社区居民的欢迎。

奎文区通过打造“同心书屋”，传递爱心，传
播知识，不断丰富社区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奎文建“同心书屋”

□傅汝强 王炳芹 张鹏 报道
本报诸城讯 记者日前从诸城市了解

到，自2012年启动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以
来，全市已有22806人受益于该项目，基本
实现目标人群全覆盖。

据了解，诸城市市财政拨付项目专款用
于添置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等先进的检查、检测设备。目
前，诸城市13处镇街、235个社区全部建起
了优生宣传栏，配备免费接送群众服务车、
发放免费宣传资料、组织开展咨询服务等。

诸城2万余人
免费孕检

二代身份证照片

自助拍

□见习记者 李慧
通讯员 姜茁 报道
昌乐率先在潍坊对户

籍人像采集系统进行升
级，居民可利用户籍人像
采集系统自助拍摄证件照
片。图为居民在自助拍摄
身份证照片。


	2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