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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马兴业

5月29日13时，寿光市古城街道弥景苑
幼儿园2楼，中班的洋洋摸摸新被子、新床，
看看新环境，高兴得在床上直打滚。

孩子开心，老师满意。“专门的舞蹈教
室，专门的活动室，还有多媒体教室，这都
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弥景苑幼儿园园长郑
素荣说，现在盥洗室在楼内，孩子洗手、方
便都在老师的视线范围内，以前只能去露天
厕所。

这所高标准幼儿园，由古城街道办事处
投资567万元建设，解决了北孙云子村、垒村
的幼儿教育难题。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古城
街道紧扣“为民 务实 清廉”这一主题，
深入基层一线，访民生、查民情、体民意、
解民忧。古城街道党工委书记李铁柱说，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不是一种形式，
而是真正走到群众中去，沉下心来，解决百
姓最关心的问题。

为让工作落到实处，古城街道建立“小
片制”管理服务机制。街道把骨干力量向工
作片倾斜，成立了农村事务协调治理办公
室，将全街道61个村由原来的5个片细化为9
个片，每个片辖4至8个村，选派农村工作经
验丰富的干部驻片，工作日全天候驻村蹲
点。

古城街道刘官村中心街，两旁刚刚修建
的排水沟让大街显得特“透气”。以前，由
于地势低洼，中心街中段每逢下雨就积水，
村民刘敬柱、刘作贤家只能趟水进出，为此
没少闹心。今年春天，刘官村委筹措11万
元，修好了排水沟。

庵头村村民想要一处文化广场，莱坞村

村民希望能加大环境卫生清理力度，前疃村
村民关注村东出村路。对于这些问题，包片
干部和村干部都认真倾听并作了记录，能现
场答复的现场答复，一时难以答复的向上反
映，并联系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截至目前，古城街道先后召开座谈会51
次，发放《征求意见表》1584份，入户走访
2970户，个别访谈235人，设置意见箱42个，
汇总意见建议417条，已采纳合理化建议265
条，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68个，并建立
了相应的《问题台账》。

“啥事都想在百姓之前，百姓才能满意。”
这是庵头村党支部书记姜思旺20年的体会。

今年春节后，庵头村就安装好纯净水，
每位村民每年免费可喝6桶水。还投资50多万
元建了储藏室，对小区进行绿化、亮化。看
到一些老人只能在路边下棋，又建了老年活
动中心，健身器材正在配备安装。村里的文
化广场，场地已整理好，预计10月建起来。

尚家村是个900户人家3350人的大村。在
建设社区中，原来的幼儿园取消了。村里200
多个孩子只能去1 . 5公里外的邻村上学，村民
感觉很不方便。村党支部书记徐兰青说，建
设幼儿园需要200多万元，村里承担不起。古

城街道出资建了新的幼儿园，如今工程已经
完成，孩子们秋后即可在本村上幼儿园了。

今年上半年，古城街道继续加大教育投
入，总投资1 . 4亿元的“五园三校”工程已完
成大半，届时办学条件将实现历史性突破。
为了解决空巢老人和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饮
食居住问题，该街道先后建起了北洛、久
一、后王、十里、庵头等村级幸福院。幸福
院配备了老年公寓、娱乐室、图书室、康复
室、餐厅和伙房，生活娱乐设施一应俱全。

“只有配套完善了，百姓生活才方
便。”古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钟宝国说。

自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古城街道党
员干部和包村指导员积极为村庄发展出点
子、找路子，想方设法让集体“储钱罐”满
起来，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近年来，全
街道先后流转土地3700亩，投资8000万元开
工建设了世农农业蔬菜生产基地、天惠种鸭
基地、华能蚯蚓养殖基地等5个大型农业园
区，解决了80多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辐
射带动了周边12个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

“我们旧村复垦腾出396亩土地，整体承
包出去，村集体每年能收承包费30万元，村
里公益事业就有了保障。”徐兰青说。

建立“小片制”管理服务机制，片区由5个变为9个，拉近干群关系———

古城：干部沉下去，服务提上来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韩明云

5月27日16时，寿光市洛城街道办事处前
面的小广场上，董前村62岁的董树真正在树
荫下乘凉。

“我们都住上楼了，街办大院还是30年
前的平房，几乎没变样。”董树真指着洛城
街办大院说。

董前村在洛城街办的西邻，一墙之隔，
村里几年前就建起了别墅和多层楼房。如
今，洛城街办处在楼房的包围中，北面是董
后村的多层，南面是正在建设的幸福里高
层，东面是新建好的洛城中心小学。

“红瓦白墙绿窗，看着很简朴。”董树
真说，他偶尔会去街办大院走走，看到不少
门窗玻璃上的贴膜已经锈迹斑驳，后面的窗
户上还钉着塑料薄膜。“在农村，这样节俭
的也很少见了。”更让他感到奇怪的是，气
温已经30多度了，也没发现有打开窗户凉快
的。

“不敢打开，木窗框都酥了，一打开就
烂了。”洛城街道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李秀欣说。

建于1984年的洛城街办大院，共有64间
平房。除了隔几年粉刷一遍外墙，几乎没动
过。

这个平房大院，在洛城街办副主任、屯
西村党支部书记葛茂学看来，就相当于工地
上的工棚。因为当时没有规划排水管网，雨
下大了地面就会积水。有的房间房梁断过，
有的屋顶塌过，有的里面墙上都是雨水浸的
痕迹。整个大院所有的平房，都已是危房。

从自家的楼房上，董树真可以清楚地看
到街办大院的情况：冬天生炉子取暖，夏天
有时趟着水上下班。“条件比我家差多
了。”董树真说。

洛城街办人大工作室副主任尹国美，自
1988年就在这里工作，她记得以前这里还是
一片盐碱地，墙围子总是泛起盐碱、掉土。
当时大院里有原洛城镇机关干部四五十人，
办公很宽敞。后来洛城与寒桥、留吕合并
后，160多名工作人员还在这里办公。

“农办有8个工作片21个人，没地方办

公，最后安排他们开碰头会时去武装部办公
室。”李秀欣说。但武装部办公室也不宽
松，7个人在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里，加上3
张办公桌和2个文件柜，房间挤得满满当当。

“你们怎么这么个办公条件？”洛城街道办
事处的干部们没少迎来这样的疑问和惊叹。

2005年，李秀欣从田柳镇调来洛城，看
着简陋的平房，不免有点失落。在他想象中，在
寿光综合实力排名靠前的洛城，办公条件应该
很好。“大家除了开会，几乎都在现场，也就
不太在意办公条件了。”李秀欣说。

其实，也不是没想过建办公大楼。“民
生上等着用钱的地方太多，就被否定了。”
李秀欣说。

前年，洛城街办想建街道党委综合院，
计划投资2000多万元，图纸已经设计好，地
质勘探也都做好了。但考虑到寒桥、韩家、
营子村的小学还是平房，孩子们上学条件

差，就把钱用来建学校了。
这些年来，洛城街办每届班子都优先把

钱投入到道路、医院、学校等建设中去。近
两年投入8000万元，新建了新区实验小学、
洛城中心小学、留吕实验小学。“都是高标
准小学，今年六一落成的新区实验小学有室
内体育馆、人工草皮体育场，教室内用上电
子白板。”葛茂学说。

对卫生院、卫生室的维修、改造，洛城
街办投入近1000万元。洛城还投资800多万元
修了近80公里乡村道路，实现村村道路畅
通。

原来洛城街办的集市在路边，道路经常
堵塞，百姓反映强烈。现在集市搬到洛城中
心小学后面，道路畅通了，但市场没有硬
化，时常灰尘飞扬。目前，洛城街办已招
标，将投资150万元进行改造。

事关百姓的事要立即去办，建办公楼则

一拖再拖。在寿光进行的群众满意度调查
中，2012年、2013年连续两年洛城街办六项
指标群众满意度都是第一。这六项分别是经
济发展、教育情况、医疗卫生、环境保护、
社会治安、干部作风。

葛茂学坦承，虽然办公条件艰苦，但心
里踏实，有自豪感，因为群众的事没耽误。

5月27日下午，记者在洛城街办大院转了
一下，发现除了正在征兵的武装部有人办
公，别的办公室几乎没人。“在办公室里坐
着的时候很少，不是去村里就是去现场处理
问题。”尹国美说。

27日下午，尹国美的工作安排是：先去
问问六股路村保障房建设，再去看看六家种
业研发公司项目进展情况，还要去了解岔河
村的合作社扶持项目进度。如果时间允许，
最后去看看美丽乡村串点和卫生评比等情
况。

学校按最好的标准建设，道路实现村村畅通，

街办大院修建却一拖再拖，寿光洛城街办———

缓建办公楼 先为民办事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郭全江

5月28日，寿光市稻田镇西稻田村，村内的南
北大道上覆盖着一层湿湿的毡子。路正在保养，再
有半个月就可以完全修好。

这条柏油路900米长，铺于2006年。近两年已
严重损坏，路面坑坑洼洼的。晴天车辆经过时扬起
一阵尘土，雨天时下一点小雨都会积水。

南北路是村里的主干道，是村民卖菜的必经之
路。村民李寿成说，积水多时大家用三轮车载着一
车菜，时常陷在泥坑里。只好下来，喊上邻居一起
推。

“这条路啥时修啊？”村民见了西稻田村村主
任李培亮就提这个事。今年4月中旬，西稻田村委
决定大修南北路，同时再修补一下另外5条大街，
共花费80多万元。

2013年西稻田村集体收入60万元，让修路有了
底气。“有村民主动提出来，修路钱不够的话，我
们可以捐款。”李培亮说，但村委没想用捐款。

在关心修路的同时，李寿成更在意的是喝水。
去年底之前，西稻田村村民喝得是村里机井里的
水。但李寿成家在村东北角，在3400口人的大村
里，等水到他家时，要么涓涓细流，要么断流。无
奈，李寿成自己到100多米远的地方挑水喝。李培
亮解释说，村里供水不要钱，村民洗洗刷刷的比较
多，甚至用来浇菜园，跑冒滴漏多，导致离井口近
的人有水喝，远的就没水喝。

寿光饮水安全工程实施后，去年底该村村民喝
上了集中供水。“随时有水，太方便了。”李寿成
说。

“水压大了，供应及时了，投资还省了。”在
稻田镇镇区开茶庄的武志家说，“我只花了500元
钱，镇上就把管线接过来了。”在自来水管道没有
改造前，他门店的水龙头经常不出水，有时是夹杂
着泥土的水。

那时，稻田镇区的管网老化，加上设计不合
理，有的小区上不去水。去年寿光市已经将管网接
到镇区，但没有接入户。镇区的600多家个体工商
户，还有单位和小区百姓盼望喝上安全自来水。

“如果按市场价格，一户得花2000元，才能铺
好水管、安装好水表。现在一个门头只拿500元，
其余的1500元由镇上出资。”承担自来水安全改造
工程的浩润公司负责人潘同乐说，这项工程共投资
200多万。

目前，自来水管道改造施工已经20多天了，还
有10天就能全部完成。浩润公司已经安装主管道
1 . 2万米，支管道4万米。改造后，一户一表。届
时，稻田镇区百姓将全部喝上安全的自来水。

西刘营村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村民建一个
大棚需要十多万元资金。没钱怎么办？村委给提供
平台，帮着贷款，甚至提供担保。村民刘易堂想种
黄瓜没钱，别人家都买1000多元的高温膜，他只能
买300多元的低温膜。这样，不仅蔬菜产量低，价
格也上不去，人家一个大棚收入5万元，他才收入3
万元。村委帮着刘易堂在农行贷款10万元，解决了
他的难题。

“群众有困难，村委必须想法解决。”西刘营
村党支部书记刘专奎说。

“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才能把事情
办好，让群众满意。”稻田镇党委书记李增国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李素玲

5月26日中午，寿光市文家街道王端
宇村，79岁的李桂英刚在日间照料中心吃
过饭，来到休息室。

“今天吃的包子，还有豆腐和排骨，
都是村里免费提供的。”李桂英说，她每
天都来日间照料中心玩，和别的老人一起
打扑克、吃饭、跳广场舞。

王端宇村有900口人，60岁以上的160
人，70岁以上的78人，80岁以上的18人，
90岁以上的1人。孩子白天上班，老人在
家没人照顾，难免孤独落寞。

老有所养如何才能做得更好？王端宇
村两委征集了村民意见，大伙一致同意建
日间照料中心。

“不要认为事情小就不去解决。小事
情都处理好了，村民与干部之间才能融
洽。”文家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任玉章说。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文
家街道党员干部积极转变作风，立行立
改，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5月初，辣椒、西红柿病虫害频发，
让朱桥村菜农很是烦恼。文家街道农管办

主动联系朱桥村。通过实地取样和研究分
析，农管办工作人员确定，辣椒主要感染
朱砂叶螨病和细菌性髓部坏死病，而西红
柿则主要感染叶霉病和病毒病。对症下
药，农管办人员分别从栽培预防、轮作换
茬、药剂防治等方面对菜农进行实地培训
指导，朱桥村151个大棚的蔬菜病虫害得
到有效控制。

“加入合作社后，我的茄子卖价较往
年同期平均每公斤提高了0 . 6至1 . 0元。这
样估算的话，每个大棚年平均增收1 . 5万
至2万元。”桑家庄村的桑春雨说，“村
里的决策太好了。”

去年，桑家庄村委决定对土地进行流
转时，桑春雨还不愿意，因为他的棚是新
建的。后来全村2860亩地流转后成立合作
社，实现了由一家一户“各自为战”的小
生产到“抱团发展”的转变，每家都从中
获了益。

“这两年一直想再建个新棚，扩大种
植规模，但资金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在街
道仉佃礼主任的帮助下，终于贷出了9万
元，压在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四
合村的刘风杰有资金建新的大棚后，心里
乐开了花。

文家街道通过“干群直联”、“扶贫
济困”等多种形式，街道108名机关干部
全部联系了村、部门和企业。领导干部每
人包靠8户，一般干部每人包靠5户。针对
不同的联系对象，下达不同的包靠任务。
家庭收入低的，帮助拓宽致富路子；有劳
动力无就业门路的，帮助联系务工单位；
有特长、愿意创业的，帮助筹集启动资
金，打开销售渠道；愿学技术的，帮助联
系相关部门进行培训。

北付村百姓大多种植大棚蔬菜，每天
从家里到棚区来回好几趟。村民张佃亮说：

“村里的排水沟20多年了，基本都被垃圾堵
死了。每逢下雨天大街小巷全是水。”

“群众盼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北
付村党支部书记张永吉说，村里先后投资
10万余元，在环卫部门的配合下，对失修
多年的排水沟进行了彻底清淤并配备了新
盖板，目前已整修排水沟1700多米。以前
每逢下雨，高官村的5条胡同泥泞不堪。
村委积极协商解决，为胡同铺设红砖1675
米……

高官村党支部书记高世登认为，凡是
群众拥护的、赞成的事，再小、再琐碎也
要尽全力去办。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多听听村民的意见，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
解。”寿光市上口镇西方吕东村党支部书记王文修
告诉记者，“以群众利益为首，村里的事，就是一
张‘明白纸’。”

2013年以前，西方吕东村长期无党支部书记。
由于历史原因，村内230亩果园土地合同管理混
乱，无人交纳承包费。多年来，村集体经济收入几
乎为零。

“当时，村里一条硬化大街都没有，道路坑洼
不平。遇到雨雪天，接送孩子上下学，得绕出去1
公里远。”王文修说，村里的水井年数已久，水压
很低，离井远的村民经常吃不上水。

有村民编了顺口溜：西方吕东村真是烂，干部
软、百姓散，好事坏事没人管。

为改变西方吕东村的现状，上口镇党委结合
“第一书记”包村工作，对村里40多名党员进行了
一一走访，通过召开党员会、群众代表大会等广泛
征求意见，王文修被推荐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013
年10月，西方吕东村健全了村级班子和村务监督委
员会。

“村干部每天按时上班，有事请假。村委请了
3名老党员协助监督村内道路整修、自来水安装等
工作。”王文修说，一切从头来，必须拿出干劲。

不出半年，村里650米的东西街硬化了，自来
水也有了。“新生活好像迎面走来了，我还没做好
准备。”村民刘举东说。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上口镇
党委逐村、逐部门、逐企业印发了征求意见表，就
镇党委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
之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如何搞好教育实践
活动，向各村、镇直部门及企业一一征求意见。

上口镇党委书记孙荣新介绍，活动开展以来，
共与村干部、群众谈心交流128次，梳理出镇领导
班子、机关干部、村内党员干部、镇直部门及企业
有关“四风”方面的问题15大项76条。

“各项工作之所以能顺利进行，主要是依靠党
员、顺应民意的结果。”王文修说，村委做每一件
事情，只要涉及村民利益，都会全面征求意见和建
议。

“出村路的硬化和村里230亩土地用水难的问
题，将是村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王文修说，他
的目标，就是把西方吕东村变成“先进文明村”。

文家：问题不在大小，而在立行立改

■践行群众路线，镇街在行动 稻田镇：

把群众的事

当自己的事办

上口镇西方吕东村：

顺应民意，

“后进”变“先进”

▲寿光市古城街道庵头村新建的卫生室内，医生正在给小病号作检查。

寿光市洛城街
道办事处的平房大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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