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记 者 王洪涛
本报通讯员 臧德三

喜！入住爆满成常态

4月4日，记者走进“一元公寓”，正
碰上这里的“常客”毛西广回到宿舍，他
当天找了一个装卸的活，一上午就赚了
130元钱。

毛西广是首批住进来的民工之一。两
年中他几度入住，见证了一元公寓的变
迁。“现在宿舍住8个人，卫生有人打扫，安
全，有热水，餐厅的饭菜也很便宜。”

其实毛西广们心里自有一本账：在外
面居住，每天住宿花费10元到30元不等，
按最低10元来算，还是目前的10倍，满打
满算一年下来，一个人至少可节省3000多
元。这还不算公寓内配套服务设施给他们
带来的安全和便利。

临沂“一元公寓”负责人林祥宁告诉
记者，随着越多人了解零工市场，入住爆满
成为常态，常常是供不应求。截至目前，零
工市场已周转短期就业人员62万人次。

事实也印证了林祥宁的说法。记者在
毛西广的宿舍遇到了来自泰安的农民工马
志华，他没有毛西广这么幸运，当时他是
在等待了6天之后才得以入住的。

忧！用工信息不对路

作为政府派出的市场管理者，林祥宁
一方面为公寓火爆受到打工者欢迎而欣
喜，另一方面他也时时刻刻在心里头算着
一笔账。

零工市场每年运营成本在200万元左
右(不算政府当初投资的2000多万元建设

费用)，平均到每一个入住者身上，就是
每天5块钱，而一人一天只收一块钱，另
外4块钱来自政府补贴。

林祥宁告诉记者，临沂市和兰山区财
政每年为零工市场补助150万，加上满打
满算收取的不到40万住宿费，再加上市场
内出租超市、食堂的租金收入，收支相抵
基本能维持市场正常运转，“但处处都得
精打细算”。

工作向来是农民工关心的头等大事。
市场管理者没少费心思，在市场内开通了
电子大屏幕，联系企业发布用工信息；联
合相关部门组织集中招聘活动；为充分利
用能容纳3000人的交易洽谈区，市场还组
织工作人员到马路市场发放宣传单，吸引
马路上的零工进场洽谈找工作。

但问题是，这些举措“收效还不
大”，林祥宁坦承，大批务工人员仍然选
择到马路市场找工作。

在“一元公寓”住宿的农民工马志华告
诉记者，在劳务交易洽谈区很少有雇主来
洽谈工作，电子大屏幕也不是每天都开放，
发布的企业用工信息常常“不对路”，企业
招聘长期工居多，用零工的少，而在这里住
宿的农民工基本都是冲着打零工去的。来
此招聘的企业少、即使来了也大多“人不对
板”，而这也正是令林祥宁头疼的地方。

盼！俩新公寓完成选址

“有些老板觉得到零工市场登记太麻
烦，所以招工的老板和农民工都习惯到马
路场子上去找人找活儿。”毛西广告诉记
者，在临沂市区临西十一路有几处马路市
场，每天早上五六点钟，都有千余人聚集
在路上找活儿。

临沂市每天大约有6000人的临时务工
人员，但“一元公寓”最多能容纳1072名
务工人员居住，仍有庞大的“马路队
伍”，这也一直是困扰各地的难题。

针对“一元公寓”供不应求和马路市场
问题，市里已决定在罗庄、河东两区筹建可
分别容纳800名务工人员入住的“一元公
寓”。目前两处都完成选址，罗庄区的“一元
公寓”今年10月即可开建。对现有的“一元
公寓”，管理方已有计划对相关设施进行改
造升级，拟新安装一批太阳能热水器。

针对新一代用工者和务工者都喜欢从
网上招人找工作的趋势，兰山区正在筹建

“临沂零工网”，从网上搜集到用工信息之
后，通过网络和市场内的电子屏幕发布。相
关部门也在探索，在市区建设一些服务点，
让雇主登记信息；像淘宝一样，雇主为务工
人员评级打分，打造出可信赖的品牌。

□ 本报记者 赵琳

“马年祝你马到成功，马上有钱！”
1月30日，农历大年三十。一大早，德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地华城的保洁员任桂香
就收到了朋友发来的祝福短信。

任桂香随手将短信转发给了同事兼朋
友孙洪新。两人都是附近村子的回迁户，

在金地华城小区打扫卫生，每月工资一千
多元。

在她们平稳的人生中，“马上有钱”
只是美好祝愿，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

但就在当天的7点30分，当两人打扫
到B座3单元楼道的垃圾箱时，任桂香突
然看到一个白色的布袋子。“鼓鼓囊囊
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她用笤帚扫了一
下没扫动，出于好奇，她弯腰捡了起来。
打开袋子，任桂香惊呆了：里面竟是两排
码得整整齐齐的百元大钞。

“这是谁的钱啊？”任桂香失声喊了
出来。孙洪新赶过来一看，也吓了一跳。
“是不是业主丢的？”两人都这么猜测。

简单商量后，她们决定报给物业。任桂
香给物业经理马元宁打电话，“我俩刚捡到
一袋子钱，你帮忙找找失主吧。”随即，两人
带着这袋子钱，送到了小区物业办公室。

马元宁赶到办公室，和任桂香、孙洪
新等工作人员一起打开袋子，当面点清钱
数：总共11 . 4万元！随后，他迅速拨打了
附近新城派出所的电话，说明了情况。

当5名民警赶到小区调查情况时，恰
巧有一名小区业主孙玉华正在B座3单元
门口的垃圾箱翻捡着什么。民警经过询
问，得知他丢了10多万元，已经找了一个
多小时了。经再三核实，民警确定两名保
洁员捡到的巨款，正是孙玉华丢的。

原来，孙玉华经营一灯具厂，11 . 4万
元是他刚刚收回来的货款。事发当天早上
收拾屋子时，没想到将装现金的白色袋子
和垃圾袋一块扔了出去。

从不慎丢钱，到找回巨款，戏剧性的
转折发生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之内。孙玉
华激动不己，有点语无伦次：“两位大姐
谢谢……怎么说……感谢……怎么表
示……”他从袋子里拿出一沓钱，往任桂
香、孙洪新手里塞，却被推了回来。

4月10日，任桂香在电话里向记者开
玩笑道，“11万元快赶上10年的工资了，
我还真是‘马上有钱’了！只不过不是自
己的钱不能要，做人要对得起良心。”

2014年4月14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黄露玲 郭 炉

总编室传真:(0531)86424205 Email:dbzbs@dzwww.com要闻2

□记者 魏东 李明 通讯员 钟文峰 报道
本报广饶讯 4月7日是清明节假期最后一天。当天晚8时，广饶

县环保局工委主任金文国带队，一行5人来到广饶街道某化工企业进
行突击检查。现场一股股刺鼻气味向执法人员迎面扑来，经检查，执
法人员发现该企业存在废气排放超标问题，并当场下达了《环境违法
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该企业停产3个月进行治理。

该次检查行动缘于一个举报电话。7日上午，广饶县12369环保热线
接到广饶街道颜一村村民举报，称该村连续多日晚上空气有异味，希望
环保部门予以调查。广饶县环保局当晚组织执法人员赶赴现场调查。

广饶县环保局局长李文江介绍，3月份以来，像这样的突击检查
行动该县已连续开展多次。该县在设立12369环保热线和6441906环保
值班电话基础上，开通网上民声留言，拓宽监督举报渠道，共收到各
类环境信访举报130件。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33起，对53家企业下
达了停产通知书，对9家企业下达了停建通知书，对55家企业下达了
限期整改通知书，同时责令13家“小土”污染企业限期拆除。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的期盼，就是我们整改
的方向。从老百姓反映最强烈、呼声最迫切的问题抓起，强力实施生
态环境整治提升年行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魄力改善生态，优化环
境。”广饶县委书记田和友如是说。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广饶县多层次、多渠道征集群众诉求和
意见、建议，先后共召开各类群众座谈会97场次，访问群众1580余人
次，收集各类意见和建议5800余条。根据社会关注和群众反映的集中
程度，将环境整治列入首批11个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确定具体整改
措施，并接受社会监督。

百姓“鼻子”
牵着政府走

广饶：群众期盼就是整改方向

□记者 吕光社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作为济宁市残联康复部主任，姚萍八年间受理了

500余起残疾人来信来访，从中深知残疾人的艰辛。2008年，在一次
走访中，泗水县一位患白内障的四岁小女孩问她：“阿姨，外面的天
是什么颜色的？”一瞬间刺痛了姚萍的心，她心想，“几千元的治疗
费用，究竟蒙住了多少人的眼睛？”

经过三四个月的筛查，她发现在偏远的农村，有很多贫困家庭白
内障患者做不起手术，摆脱不了黑暗。面对这个最容易回归社会的残
疾人群体，姚萍提出了创建“白内障无障碍市”的办法，市里决定免
费为贫困家庭白内障患者做手术，并将白内障治疗手术列为单一限价
病种，当年实施白内障免费复明手术近万例，年龄最大的患者103
岁，最小的仅11个月。

此后，姚萍又将目光锁定在0-6岁的残疾儿童身上，针对贫困家
庭的聋儿、脑瘫、智障、孤独症儿童提出实施残疾人康复工程，想方
设法免费为他们提供康复治疗。为使这些折翼的天使长大后能有自理
能力，她挨个县市区找医院谈合作，建立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很
快济宁每个县市区都建立了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她成功组织了0-6岁
贫困家庭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万名贫困精神残疾人、贫困肢体
残疾人康复救助等项目，让57000余名贫困残疾人得到了康复救助，
姚萍用真爱托起了残疾人的身躯。

在康复部工作，姚萍每天面对的大都是残疾人，他们各有各的难
处。但姚萍总是耐心尽力地帮助他们，中午她会为来访的残疾人买饭；
有的身体不舒服，她掏钱去买药；有的提出了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问
题，她也会帮着想办法。8年间，她做到了“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

姚萍为残疾人康复付出了很多的辛劳和泪水，用关爱给他们的生
活带来新的希望，她说：“对残疾人的关注程度是社会文明的标尺。
多一点帮助、多一点爱，他们融入社会近一点。”

失国储保护，棉农抢卖棉
产棉大县高唐一合作社种棉面积下降4成

□记 者 孙亚飞 李梦
通讯员 赵永斌 报道

本报高唐讯 4月12日，高唐县十
五里铺兴农棉花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李清
涛说：“知道国储要取消的消息后，棉
农都在抢着卖自己的棉花，每吨19800
元的价格比以往低不少呢。”

高唐县曾是全国著名的棉花产区。
兴农棉花种植合作社，2004年成立之
初，拥有12000亩的棉地，自2008年达到
35000亩之后，种棉面积日趋下降，去
年20000亩的棉地，今年仅剩12000亩。

“1984年我县100万亩的耕地，有60
万亩种的是棉花，而前年，我县只有
15 . 1万亩的棉花地，去年更少，仅12 . 8
万亩。”高唐县农业局多种经营办公室
副主任陈军说，“金高唐”的棉花种植
越来越少，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种棉花
的效益不如种粮食。

与种粮的多道工序可以实现机械化
相比，棉花的种植却很大程度上依赖人
工。“如果加上用工费，按照以前国储
棉每吨19800元的收购价格，农民也是
亏本的，后来经过农业部调研，我们棉
花的收购价格每吨提高了600元，这才
勉强保住了棉农种棉的积极性。”

关于导致高唐棉农不愿种植棉花的
原因，陈军认为原因有三：首先是棉农
享受到的补贴少。棉花每亩补贴15元
钱，而粮食补贴却是200元；其次是农
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棉农越来越
少；第三就是棉花对天气的要求高，阴
天对棉花的产量影响大，只能靠天吃
饭。“棉花对碱性土壤具有一定的‘保
养’功效，所以凡是土地达到种粮标准
的，高唐基本都改种粮食了。”

李清涛告诉记者，受到国家储备棉
价的控制，棉农的棉花才不至于卖得过
低，一旦棉农脱离了国家储备的保护，
棉农的利益不敢保证。“去年，国储棉
的保护价为每斤4 . 4元，市场价格起码

得降低1元，而一旦棉花的价格低于4元
钱，老百姓干的就是赔本买卖。”

“合作社一个种棉大户，种了8000
亩，由于粗放型的管理，导致棉花的产量
并不高，如今已经连续亏损了三年。”李
清涛说，“纺织企业更愿意购买进口的棉
花，进口每吨低于国内4千元至5千元。为
什么国外的便宜呢？美国、印度等国家的
棉农是农场运行，机械化程度高，而一些
小国家的人工费便宜，棉价就下来了。再
看看我们的棉地，每户只种三四亩，还
特别分散，其余的地都种上了粮食，大

型机器进不去，本来能用机器解决的
问题现在只能靠人工。”

“如果补贴不提高，种棉花的人
还会继续减少。”陈军说，“经过调
研，我觉得每亩地至少补贴500元，
才勉强维持棉农不亏本。”

在采访中，陈军与李清涛都认
为，如果棉花按照每吨19800元的目
标价格，会有更多的棉农放弃种棉。
“要想提高棉农种棉的积极性，保证
棉花产量，提高补贴、培养种棉大户
都是很好的办法。”李清涛说。

让5.7万残疾人得到康复救助

千元月薪“偶遇”11万巨款
德州俩保洁员的抉择是：还给失主，守住良心

2014年4月起，我国开始实行棉
花目标价格政策，取消临时收储政
策，生产者按市场价格出售棉花，国
内棉价可能会因向市场靠拢而下跌。

今年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9800元。

4月10日，省金融办与新加坡贸工
部、新加坡交易所、省商务厅、省国资委
在济南联合举办新加坡上市及债券融资研
讨会，有关专家介绍了我国企业在新加坡
上市的最新政策要求、新加坡证券市场最
新情况和特点等。目前我省境外上市公司
达到91家，融资近800亿元。其中，在新
加坡的上市公司达到了23家企业，占全省
境外上市总数的25%。（□杨鹏 报道）

我省举办新加坡

上市及债券融资研讨会

沾化农民种棉用上专业机械。

□记者 岳增群 通讯员 王兴坤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打开枣庄记忆的窗口，这里有市南工业区发展的

昨天、今天和明天，让您看到枣庄工业发展50年的近代轨迹。”3月
27日上午，枣庄“50年记忆工业展馆”解说员清脆的讲解，将记者带
入了上世纪枣庄工业的发展历史“隧道”。

枣庄市市南工业区是枣庄现代工业的发源地，上个世纪50年代
起，它将枣庄由单纯的煤炭生产发展为炼铁、化工、食品、轻工制造
等现代工业基地，相继有八家部属、市属、区属等国有企业在这里建
厂投产。2000年初，这些企业相继停产，在3 . 35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留
下了8处工业遗存。

工业记忆与乡村记忆同样重要。据枣庄市市南工业区管委会工会
主席陈贵和介绍，这个展馆位于枣庄市原市南工业区已经破产的天鹅
地毯厂成品库内，摆放着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这个园区工业
发展的老照片、资料和实物，全面展示了枣庄50年间工业发展轨迹。

2012年，枣庄决定将市南工业区建成文化创意园。目前，这个文
化创意园的各项创意和建设正在有序进行。陈贵和告诉记者，枣庄除了
用展馆保留50年的工业记忆，还完整地保留了市南工业区8大企业的厂
房、设备等工业遗存，下一步将按照文化创意分期开发——— 利用原天鹅
地毯厂的厂房、设备打造“艺术家加工场”，将利用原肉联厂打造酒吧、
咖啡等“特色餐饮园区”，利用水泥厂的立窑等打造“民间绝技展示
场”，将利用陶瓷厂的厂房打造陶瓷工业品大博览中心……

枣庄建展馆保留工业记忆

工业遗存变身文化创意园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青岛市事业单位可自主招聘紧缺的特殊人才了。4

月10日，青岛市出台《关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试行多元化办法的通
知》，对纳入事业单位高层次和紧缺人才专业目录范围的专业人才，
用人单位经过授权，可采取灵活招聘方式，引进全国范围优秀人才。

办法规定，事业单位可以对外发布招聘简章吸引人才前来应聘，
也可直接赴外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进行选聘，还可通过媒体、网
络、中介机构推荐方式吸纳人才，招聘时间、地点等不作统一限制。

实施多元化招聘办法的主要包括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和基层服
务人才等三类人才。其中，高层次人才包括符合“青岛英才211计
划”规定条件的院士、专家、学者、科研人才等，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或博士学位的人员。

办法还放宽了学历、年龄、户籍等招聘条件限制；放宽了招考比
例，突破常规招考比例必须达到1：3比例限制，对高层次人才招考比
例不作限制，特别急需的经批准可按实际报名人数进行招考。

青岛事业单位
可自主招聘特殊人才

运行两年周转短期就业人员62万人次，但容纳能力、信息服务与市场需求仍有差距

“一元公寓”待升级

2011年11月24日，临沂市和
兰山区共同投资2000余万元建成
了进城务工人员综合服务中心暨零
工市场，只向入住农民工每天收取
1元住宿费，财政每年补贴150万
元以维持正常运行。这个“一元公
寓”能容纳1072人居住，但临沂
要打零工的人每天约有6000人，
两者差距致使部分务工者返回马路
零工市场。

4月3日，记者从全省麻风性病防治暨
疫情监测工作会议上获悉，我省2013年报
告新发麻风病人11例，现有接受治疗的麻
风现症病人共139例。截至去年底，全省
累计登记麻风病人共54092例。从今年
起，省卫生计生委加大对麻风病早期发现
病人的奖励力度，当年发病、当年诊断、
无畸残病人的线索提供者或诊断医师给予
1万元的奖励。（□蒋兴坤 报道）

我省对麻风病人线索

提供者奖励1万元

4月10日，由团省委、山东高速集团共
同发起的山东青年高速创业基金在济南成
立，基金规模为3000万元。该基金由山东高
速集团出资1500万元，为创业青年提供一
年期的低息创业资金，并向优秀青年创业
项目提供贷款补贴资金。同时，团省委为青
年创办小微企业连续3年每年提供300万元
贷款贴息，并出资600万元为在校大学生创
业提供一年期的无息创业扶持资金，额度
一般在5万到8万元。（□张春晓 报道）

山东青年高速

创业基金成立

日前，注册地在烟台市的华海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筹建。
华海财险注册资本8 . 5亿元。该公司以海
洋保险为经营特色和发展重点，以沿海地
区为主要经营区域，努力打造海洋专业财
产保险公司。这是我省第4家获批筹建的
保险法人机构。（□杨鹏 报道）

我省第4家保险

法人机构获批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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