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晁明春
本报通讯员 李 娜

“从都市再回到农村，从打工到自己创
业，一个大学毕业生在泥巴地里创业至少
要‘闯三关’。”5月22日，在远离济南市区50
多公里的长清区马山镇双泉村，曹广同抱
着双臂站在自己农业种植基地的10个生态
大棚前说。

磨难关———
“没半夜哭过几回不叫创业”

光看肤色，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出生于
1980年、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园艺花卉专
业的大学生，一个曾经的都市白领。2003年
大学毕业后，老家临沂的曹广同来到了省
城，在一家园林花卉公司谋到了一份稳定
工作，不几年就做到了公司的中层。但安逸
的生活没有磨灭他创业的梦想。2009年，他
和几个同学凑了50多万元，开始了艰难而
有意义的创业征途。

经多方联系，他们最后与长清区马山
镇双泉庄村签订了50亩土地的流转协议。
该村是省军区的帮扶单位，有搞大棚、种植
中药材的基础。在镇、村的鼓励与支持下，
他们首先选中了丰香和天宝两个草莓品种
作为首批试种水果，先建起了10个大棚。他
们的梦想就是逐步让这50亩土地产生更大
的效益。

“既然创业，就想过可能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磨难，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剧
烈。”曹广同至今还对当时的惨状记忆犹
新：创业第一年春节的喜庆鞭炮还在响，大
年初六，一场大雪不期而至，把他们刚建起

的10个大棚压蹋了7个，30多万元投资打了
水漂。

“男人哭几次不丢人，没半夜哭过几回
那还叫什么创业呢？”曹广同说，好在，他们
挺过来了。

技术关———
“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

“同样起大棚，同样种草莓，论经验
可能还比不上一位老农民，就凭几个大学
生，就能在泥土地上干出大名堂？”刚开
始时，不少村民向他们投来怀疑的目光。

“没有金钢钻，就别揽瓷器活。大学
生种大棚还就是不一样。”曹广同听说省
农业厅有项秸秆技术，是未来大棚发展的
方向，于是就多方搜集资料、请教、学
习、验证。该技术以秸秆替代化肥，以植
物疫苗替代农药。“用这项技术种植出来
的农产品，首先是安全，其次是口感好，
再就是能提高产量增加效益。别的不说，
在马山大集上，我们的草莓最小的也得15
元一斤，老百姓就认这个口味。而别的种
植户们，最好的能卖上这个价就不错
了。”曹广同感觉自己赢得挺自豪。

市场关———
“职业农民”的现代管理意识

“刚开始看到他们来搞基地，我们都有
点不能理解，读了大学还来种地那不是白
读了吗？再加上一群刚从学校出来没几年
的孩子，不赔个底朝天就不错了。”双泉庄
村63岁的村民王庆孟说，“没想到现在效益
这么好。”

自家的土地流转出去，王庆孟成了曹
广同他们的“打工仔”。“每天来草莓大棚里
上班，一天能赚30元，想想自己都六十多岁
的人了，还能在家门口打工赚钱学技术。”
王庆孟挺知足。这几年，村里已经有20多位
像王庆孟这样的剩余劳动力到草莓种植基
地打工，每人每月又额外增收了1000多元。

“要想做个好的‘职业农民’，仅懂得生产
环节还远远不够，把丰收的草莓顺利销售出
去，才是现代农业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到
了这时候，大学生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曹广
同他们成立了宣传小组、营销小组，印制了精
美的包装袋，联系了定点批发销售点，请城里
的市民来大棚里亲身体验采摘。最后算下来，
一个大棚实现销售收入2万多元。

“仅仅让农民挣个打工钱，显然也不是
我们的初衷。”曹广同说，他们在自己扩大
种植规模的同时，鼓动更多的农民加入进
来，共同把种植基地做大。“这样，再去省城
联系大超市时，就不会因为人家担心种植
规模小不能保证连续供应而吃闭门羹了。
现代农业不是盆景经济，没有品质，就没有
市场；没有规模，就没有更高的效益。”曹广
同他们的创业梦想，正像山里的朵朵野花
一样在顽强地绽放。

□记者 白晓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27日，青岛市崂山区启动楼宇午餐工程，按照

商务楼宇员工每1000人配置1个中心餐厅的目标，计划到2016年，扶持
发展楼宇午餐承办单位20家以上，其中，2014年试点运行楼宇午餐承
办单位16家，初步满足1 . 5万名白领员工的午餐需求。

近年来，大型商务楼宇聚集崂山，金融新区内吸引了两千多家企
业、3万多名员工。楼宇午餐工程吸收引进了开放型楼宇食堂以及商
务楼宇周边专为白领开发经济型午餐食品的中高端酒店。对各楼宇
午餐承办单位，统一颁发崂山区楼宇午餐工程标识牌，首批12家规范
化楼宇餐厅已投入楼宇午餐经营。

为鼓励企业加入，崂山区每年投入扶持资金200万元，根据各承
办企业的午餐售餐数量，按每份午餐1元的标准给予企业年终一次性
奖励。对运行规范、年终综合评估优秀的企业，最多可奖励15万元。同
时，开发运行了“崂山区楼宇午餐网上订餐系统”，实现网上订餐、数
据即时上传、后台监控的功能统一，并免费向白领员工发放《白领午
餐指南》。

崂山区还制定了楼宇午餐承办企业考核评估标准和实施细则，
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模式，选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楼宇午餐承办企
业，从服务的规模质量、服务对象满意度等六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企业年终考核成绩与财政资金奖补直接挂钩。

“我想用自己‘闯三关’的经历，给有心在泥巴地里创业的大学生趟条路”———

大学生泥巴地里闯出一片天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赵 洁 报道
本报新泰讯 “住了一辈子土坯房，没

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搬进宽敞舒适的新房
子！”坐在新居里，67岁的丁敏和大爷难掩
激动。丁大爷所在的新泰市翟镇前羊村地
处采煤塌陷区，此前饱受房屋斑裂的困苦。
去年，包括老人在内的795户前羊村村民没
花一分钱便住上了新居。

据了解，新泰共有压煤村庄119个，分

属10个乡镇街道，涉及5万余户、14万余人，
其中村下煤可采储量1 . 54亿吨。2011年，当
地抓住被列入国家资源枯竭城市、沂蒙革
命老区、省级重点开发地区、全省唯一国家
首批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市等政策机遇，把
压煤村搬迁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
措，优先搬迁民房斑裂严重的村庄。截至目
前，全市有12个压煤村已完成搬迁，释放可
采煤量5000万吨，还有8个村庄正在搬迁中。
4月29日，全省压煤村搬迁工作现场会在新

泰召开，在全省推广新泰的经验做法。
围绕压煤村庄搬迁工作中遇到的资

金、土地、规划等难题，当地按照“统一调
配、统筹使用”的原则，把煤炭企业补偿资
金以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农业开发、中小
水利、农村危房改造等涉地、涉农资金捆绑
使用，集中用于压煤村庄的搬迁。同时，借
助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政策，积极争取土
地整理、棚户区改造等政策项目，为新农村
建设及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

在新村布局和建设标准上，按照新型
城镇化建设“空间布局合理、产业布局优
化、基础设施配套”的原则，采取邻村并居、
镇区集中、跨镇调整等多种模式进行搬迁。
西张庄镇28个村中有12个村存在不同程度
压煤，在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组织
28个村向镇区集中，形成了4万人规模的特
色城镇；翟镇将相邻的泉沟镇黑石山子村，
作为压煤村庄搬迁新村规划新址，成立金
岭湖社区，集中安置了12个压煤村庄。

泰安市委常委、新泰市委书记张宏伟
表示：“压煤村搬迁，既改善了民生，又服务
了企业，是地企共赢的大好事。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把压煤村搬迁作为践行群众路线
的重要内容，切实满足群众改善生活品质
的强烈愿望，加快建设幸福和谐新新泰。”

新泰12个压煤村乔迁新居
5000万吨可采煤量被释放

崂山启动楼宇午餐工程

□钟百鹏 报道
本报昌邑讯 日前，昌邑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针对未成年人

进网吧时有发生的实际，在文化市场监管中，注重更新工作理念，围
绕强化教育引导做文章，在全市集中开展为期一年的“绿色网吧”创
建活动，努力把业主日常依法经营上的“要我干”变为“我要干”，成为
大家的自觉行动。

该局把网吧日常经营涉及到的有关规定概括成9条综合标准，明
确要求各业主对照标准“照镜子”，认真查摆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制定工作台账，明确整改目标和责任人，限期整改到位。年底，该局统
一组织验收考核，达标并经公示无异议后，授予“绿色网吧”牌匾。结
合创建活动，在网吧日常监管上逐步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对达不到

“绿色网吧”标准的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同时，对“绿色网吧”评选建立
诚信档案，实行动态管理，每年组织一次评比检查，达标的继续保留，
不达标的、群众举报有违法经营行为查实的即行撤牌。

□张环泽 万照广 张生 韦昌珍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如果没有社区的帮忙，我也当不上这个小老板。”

3月12日，枣庄市薛城区28岁的个体户林秀讲述了自己的创业经历：
当她就业四处碰壁、想创业又没经验时，社区介绍她参加了免费创业
培训；当她经营资金出现困难时，社区及时帮其申办了小额担保贷
款……在社区的悉心帮扶服务下，她的洗化超市如愿开业且生意红
火，还吸纳了4名社会青年就业。

林秀是薛城区临城街道龙潭社区帮扶过的众多创业者中一员。
薛城区把建设“创业型社区”作为一项民生事业，计划3至5年内，在全
区所有城乡社区建立创业平台，每年扶持1000人创业，带动上万名就
业困难群众就业。

区里在龙潭社区鑫街、福泉社区北批市场、永兴社区商业街分别
建立创业基地，鼓励当地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复退军人、失地农
民和返乡创业农民工等进入基地创业。采取补贴场地租金、小额担保
贷款贴息、税费减免、创业成功奖励及提供社保补贴等措施，帮助他
们在基地创业。去年以来，共发放1000多万元小额担保贷款，提供场
地租金补贴等扶持资金100多万元。

薛城建设“创业型社区”

昌邑开展“绿色网吧”创建活动

为民，永远在路上
——— 微山县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纪实(上)

紧密联系群众，真诚服务群众，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千方百计改善民生、促进民
和、确保民安。

微山县推行保姆式服务的理念和方式，让干部主动放下莫须有
的身段，变“管理者”为“服务者”，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
务”，变“坐等服务”为“上门服务”，真正让企业、让群众感受
到被服务的尊严和温暖。聘任761名县级以上党代表、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为民意代表，每名民意代表确定10至20户群众作为经常性
联系户；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
决的，要求在5到10个工作日内反馈或联系相关单位解决，畅通群
众意愿反映渠道。围绕群众现实需要，向农村选派党政宣传员、医
疗卫生保健员、农业科技推广员、创业致富辅导员、特困群体救助
员、社会维稳治安员、乡风文明指导员等“七大员”，为群众提供
全方位、高质量的便民服务。针对湖区群众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
实际，建设了“水上群众之家”、“水上法庭”、“水上警务
室”、“水上接访船”等，架起了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等各项社会事业，资金向一线投入，资源向
一线倾斜，人员向一线配备，让群众真正得实惠、享幸福。积极推
进“城乡教师互动交流”活动，开展了“千名教师访万家”活动，
大力构建家校联系新机制，努力办好群众满意的教育。创新“为农
渔湖民选配家庭医生”服务模式，1300多名医疗卫生人员成为渔湖
民的家庭保健医生，共为51 . 3万人进行了无偿义诊，为33 . 5万人建
立了个人健康档案；大力完善县乡村三级医务人员互动机制，选配
医疗专家到乡镇医院坐诊，利用“医疗大篷车”组织全科医生到村
定期巡诊，为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强力推进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大力实施乡村道路建设和村村通航工程，优化群众生产生
活环境。深入开展“三下乡”活动，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连续召开七次打黑恶除霸痞专项斗争推进大会，以铁手腕硬
措施牢牢掌控社会稳定大局。大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每年列
支2800万元用于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村均运转经费达到
5万元，为村干部服务群众搭建平台、提供舞台。举办全县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大课堂暨村集体经济发展论坛，对全县村干部进行
实用技能培训轮训，增强村干部带领群众致富能力。每年列支3000
万元扶持全民创业，以创业带就业，以就业保增收，农民创富能力
显著增强。大力发展湖区特色产业，推进农业园区化、产业化、品
牌化发展，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和群众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自然会赢得群众的真心理解和支
持。在滨湖新城建设中，干部真正入户了解群众诉求，最大限度维
护拆迁户利益，群众也更加理解支持决策，干群间良性互动，创造
了300余万平方米拆迁安置“零上访”的记录。而在济宁市2013年
综合考核中，微山县社会信访稳定工作取得了第2名的好成绩，群
众满意度电话随机访问连续三年得分提升、位次前移。

泰山不拒抔土，故能成其高；江海不辞细流，故能成其深。微
山县坚持以务实态度和长远观点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带着与群众休
戚与共的深沉感情，真以奉之、诚以待之，干群关系在点滴积淀中
升华，谱写出一曲曲干群一心、鱼水情深、加速崛起、同奔小康的
动人乐章！

以心换心，用行动提升群众生活水平

□ 本 报 记 者 姜国乐 尹彤
本报通讯员 陈 雷

微山县地处鲁苏两省三市九个县市区
接合部，是山东南大门，总面积1780平方公
里，其中微山湖面积1266平方公里，辖15处
乡镇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542个行政
村居，72万人，是一个典型的湖区县、边区
县。2011年底，新一届微山县委提出“三步
并作一步走、一年干出三年活”，努力实现
经济加速崛起、城乡三年巨变、群众幸福满
意，把微山打造成为济宁和周边地区发展
最快、变化最大、活力最强的县。

怀揣着这样的梦想，微山人开始了理
性的思考。

毫无疑问，比之自身，微山的发展站上
了新的高度，但放眼全国，微山依然是处境
尴尬的洼地，多难叠加。能否迎难而上、展
翅腾飞，考验着微山决策层，更是72万微山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时不我待，可是，
腾飞的方法在哪里，动力又在哪里？

思路，终在求索中清晰。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微山县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带头集中学
习讨论、带头开展现场教学、带头深入基层
调研指导，率先“开门搞活动”，设立县委书
记接待日、县委书记信箱，县委书记到群众
家中接受群众约谈，各级各单位围绕“照镜
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聚
焦“四风”不走神、不散光，采取精心筹备动
员会议、抓好集中学习讨论、广泛征求意见
建议、创新活动中载体等方式拉开了教育
实践活动的帷幕，确保了教育实践活动高
起点谋划、高标准定位、高质量推进。

发展无止境，服务群众亦无止境。乘着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劲风厉势，微山
县党员干部必将把久久为功、锲而不舍的

“钉钉子”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讲实效、出
实招、办实事，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
头，跃马扬鞭奔腾在为人民服务的大道上！

干群关系调子唱得再高，

不如用行动来体现

“轰！”2012年6月12日傍晚，在周围群众
惊诧的目光下，陪伴了县委三十多年的大
门、围墙应声而倒。几天后，县委大院跟旁
边的奎文苑广场连在了一起，虽然没了围
墙，却拥有了供居民休憩游玩的绿地，拥有

了与市民共享的停车场，更重要的是，拥有
了一条百姓走进机关、干部贴近群众的便
捷道路。

机关融入社会，干部融入群众。用微山
县委书记程大志的话讲，现在和群众的这
种关系，调子唱得再高，都不如用实际的行
动来体现。而把围墙拆掉，就是在行动上向
群众发出一个善意的、积极的信号。相反，
也给干部发出了另一个信号，围墙拆掉了，
干部的责任必须加强，作风必须转变，把群
众的事情解决在围墙之外。

一次次冲击，一次次发力。微山县先后
分层次开展党员领导干部、部门中层干部、
农村基层干部作风整顿，在政法和教育卫
生系统开展“转正树”主题教育活动；制定
领导干部“十条禁令”、中层干部“六条禁
令”、政法干警“十项纪律规定”、教育卫生
系统两个“八项规定”、村干部“八个严禁”，
在各个层面定制度立规矩正操守强风纪；
开展“不做闲人不喝闲酒不说闲话”主题教
育活动，开展“反奢侈之风反脱离群众反特
权思想”三反主题教育活动，一系列行动新
风扑面、振奋人心。

坚持转文风改会风、开短会讲短话写
短文，取消会议主席台，改革会议组织形

式，群众坐中间，干部坐两边，真正尊重群
众、关爱群众；全县观摩等大型活动一律吃
大包子、喝白开水，树立清新节俭的良好形
象；近200名领导干部徒步30多公里历时十
小时上街观摩卫生、捡拾垃圾、整理市容，
将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定为全民义务“劳
动日”，让广大干部在服务群众中密切干群
关系；专门为几万名被拆迁群众举办特别
慰勉晚会、县级班子成员集体向群众行慰
勉礼、两节期间副科级以上干部亲情走访
拆迁群众，以真情换民心。

在诸多微山干部的心里，这两年他们有
种激情燃烧的感觉；在许多微山老百姓的眼
里，这些举动意味着县里执政观念中那道“看
不见的墙”也在慢慢拆除，而这两年，也的确
是微山变化最大的两年。或许，这正是县委、
县政府敢于拍板拆围墙的底气。

塌下身子倾听民声，

撂下架子为民服务

与群众休戚相关的“小事”，恰恰是群
众最需要办好的事；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

的感受，更多地表现为群众对身边细微之
处的口头评价。为什么楼高了、路宽了，生
活环境变好了，有些群众还是不满意？就是
因为群众觉得干部所做的工作离自己太
远。干部常去老百姓家坐坐，听听群众的烦
恼、牢骚，力所能及地出出主意帮一帮，老
百姓就会很知足；干部在老百姓家同吃一
锅饭、同喝一壶水，很多老百姓可能会记一
辈子。

基于这一认识，2013年4月，微山县创新
开展了“进百姓门吃百姓饭知百姓事帮百
姓忙”联系农户主题实践活动，由县级班子
成员、县直部门班子成员、下派第一书记和
县乡机关在职人员等4545人，分别联系全
县542个行政村、15万农户、71 . 6万人，在基
层住下了一支“不走”的工作队，形成了人
人都有联系户、户户都有联系人、人人都去
联系户、户户都找联系人的干群互动良好
局面。

“进百姓门”，就是让干部真正联系群
众、走进农户，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吃百姓
饭”就是用老百姓的碗筷，吃同一锅饭，以

“亲情饭桌”联络感情；“知百姓事”就是了
解联系户的家庭情况，建立民情台账，做到
心中有数；“帮百姓忙”就是要帮群众致富、
解群众难题，把事情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微山县卫生局为四面环湖的西路口村
投资建设村卫生室，解决了村民新农合长
年不能在村报销的难题；夏镇街道变等群
众上门办事为进村居帮群众办事，每周都
派机关工作人员到村居里值班，群众不出
村居，就可以反映诉求，解决困难；住建局
干部祁宇波包保两城镇陈庄村，为村里争
取资金建社区，一心一意为村民谋福利，成
为被42个“红手印”留下的干部……“四百”
活动开展以来，微山县开展便民服务活动
8185场次，结对帮扶3064件，解决难事1381
件，民事代办1316件。

为避免活动浮于形式，微山县进一步
严明了“四百”活动驻村联户工作五项纪
律，每月一次通过试卷考试和随机抽查相
结合的形式，对联系干部驻村联户政策知
晓度、村与农户基本情况进行民情考试，
同时对测试对象的联系户是否知晓驻村联
户干部的单位、职务、电话等进行当面调
查和电话调查，考试结果将全县通报，
“不及格”的将落实通报批评、停职检查
等处理措施。

如今，“四百”活动已成为微山县为民
服务的金字招牌，成为湖区群众的暖心炉，
深深地感动着这里的每一位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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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2年5月开始，微山县探索让县乡医务人员进村上船，组建548个家庭医生团队，
成为渔湖民签约家庭医生，给村民带来了实惠。这是县医务人员来到高楼乡渭河村。

□董俊峰 报道
在远离济南市区50多公里的长清区马山镇双泉村，曹广同正在大棚里管理着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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