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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郑颖雪

“不管是穷的，还是富的，现在我们全村都搬
进了新楼。生活条件好，种菜收入又高，大家都很
满意。”寿光市稻田镇西刘营村村民刘守顺说，
“邻里之间很少有脸红的，也没有安全事故，村里
很安生。”

2009年，西刘营启动旧村改造工程，先后投资
3500余万元，建设了24栋公寓楼，153栋别墅，并对
村内“三横两纵”主干道和中小街巷实施了硬化、
美化工程。

刘守顺在稻田镇垃圾中转站做司机，一个月收
入不足3000元。加上妻子常年生病，孩子上学，家
里一直比较困难，很难负担楼房的费用。

“全村都上楼，才能保证相对公平，村民才没
有意见。”西刘营村党支部书记刘专奎说，经村两
委成员开会讨论后，决定免除刘守顺一家购买公寓
楼的费用。2011年10月，刘守顺也搬进了新家。

“一户都不能落下。只有家家户户都好了，全
村才好。”刘专奎说，“村两委班子切实为村民想
着，干实事儿，村民才会支持我们的工作，才不会
闹矛盾，村里才平安。”

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西刘营根据实际情况，
共为村里4户经济困难的家庭免除了购买公寓楼的
费用。

58岁的刘东安患有偏瘫，几乎没有收入来源。
考虑到刘东安上下楼不方便，村里免费为他盖起了
平房。60岁的刘添顺单身一人，旧村改造前一年父
亲过世，家庭条件较差，村里让他免费搬进了新
家。

刘专奎介绍说，2009年，村里添置了18个太阳
能路灯。村民不用再为夜里出门黑漆一片发愁的同
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夜间偷窃行为。另外，
西刘营还在全村安装了无缝隙覆盖的摄像头。

不仅如此，西刘营还建立了由点到面、从上到
下的调解工作网络和纠纷预防体系。

2011年，西刘营成立调解矛盾纠纷委员会，实
行村两委成员、党员、治安防范协勤员、村民小组
长划片包户。“户与户之间一有产生矛盾的苗头，
委员会就会马上找两家劝说，矛盾还没闹开就化解
了。”刘添顺说。

“我们每年从村集体收入中拿出12000元作为
治安经费，对村内的治安防范任务实施目标管理责
任制，签订责任书。”刘专奎说，如果半年内不出
现任何刑事案件和信访案件，向有关人员兑现全额
治安经费，否则将按比例扣发治安经费。

2013年，西刘营村被评为寿光市平安建设先
进村。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我们村，村风民俗好，很少有闹矛盾的。我
们没事儿都出来，一起聊聊新鲜事儿，”5月13
日，寿光市孙家集街道潘家村文书潘泰安说。

潘家村位于寿光西南部，现有240多户村民，
共1010口人。村民主要为潘、桑两姓。

“虽然村里至今还没有装摄像头，但大家相互
都照应着，从来没出过大事儿。”潘家村党支部书
记桑松山说，潘家村重视村风民俗建设，村里大喇
叭定期宣传和谐村风建设，号召全村人讲文明、树
新风，还讲解防火防盗知识，保障村民生命财产安
全。

“村民主要种大棚黄瓜和苦瓜，每户年收入10
万到20万元不等，生活比较富裕。但村集体几乎没
有收入，村里大部分开销都是镇上拨的。”村妇女
主任李金红说。

“镇上拨的那点钱我们都及时公布，为的就是
让村民对村委工作心里有数，减少矛盾。”桑松山
说，“重要的是日常村风建设，村风好了，村里自
然安定团结。”

“去年有来村里偷东西的，正好主人回家看到
了，主人就追着小偷在村里跑。看到这个情况的老
少爷们儿一起上，把小偷制服了，接着报了警。打
那以后，村里就没再有偷窃事故了。”潘泰安说，
看到村民这么团结，不法分子不敢到村里偷窃了。

村里大棚多，干燥季节偶尔会出现零星明火。
“一个棚要是烧了，得损失二三十万呢。我们不仅
组织村民定期清理大棚内外的干草垃圾，禁止随便
堆放柴火，还组织村民轮流巡逻，白天看火情，晚
上防盗。”潘泰安说。

午后的潘家村，村民们都出来在树下乘凉。男
人们聚在一起打牌，女人们在一起拉家常。

71岁的张爱珍告诉记者：“我们村一直很安
生，大家关系都很好。平常白天到棚里干活儿，晚
上回来一起跳舞打牌，好不热闹。”

65岁的潘世昌，年纪大了，只负责接送孙子。
“平时没事儿我们几个老人就在街上打牌，顺便也
能看着村里的情况。有鬼鬼祟祟的人出现，我们就
注意着，及时告诉村委，让他们过去看看。”潘世
昌说。

“下一步，我们打算联系派出所，或者村里自
己想办法，装上摄像头，就更安全了。”桑松山
说。

潘家村的婚丧嫁娶，都由红白理事会出面操
办，杜绝了村民间互相攀比产生的矛盾。

“以前没有理事会的时候，有的村民办丧事讲
排场，请人吹吹打打一项就花费上千元。其他村民
为了体面也都硬着头皮请，你找6个人我就找8个
人，无形中就产生一些矛盾。后来理事会出面操
办，都不请人吹打，这个情况就再也没发生过。”
潘泰安说。

2013年，潘家村被评为寿光市平安建设先进
村。

□ 本 报 记 者 单辰
本报通讯员 戴静

“去年‘孝暖重阳节’活动时，社区给我
发了一部老年手机。按键大、声音高，还能紧
急求助。”5月27日，在寿光市圣城街道向阳
社区服务中心，69岁的社区居民刘文生告诉记
者，3天前，自己出门忘了带钥匙，第一次按
下了手机上的“一键呼救”，社区工作人员详
细询问了他的家庭住址。15分钟后，开锁师傅
帮他开了门。

2013年，向阳社区联合寿光市民政局和
“12349”便民联系服务中心，为社区65岁以
上的285名老人免费发放了老年人专用手机，
服务内容涵盖家政、维修、旅游、开锁、快递
等各方面。

“背面设有紧急呼叫按钮，让老人可以第
一时间联系到家属。被联系人通过定位，可准
确得知老人的位置。”圣城街道党工委委员、
办事处副主任张少杰说。

向阳社区是圣城街道现辖的13个城市社区
之一，辖区居民4100户，常住人口11000人，现
有驻区单位12家，居民小区20个。2011年3月，
向阳社区服务中心成立，大厅设有服务窗口12
个，主要办理计生、户籍、党建、社会保障、
司法调解、志愿者服务等事项。

“一楼大厅办业务，二楼免费开放棋牌
室、图书室和党员活动室。”张少杰说，增强
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提升居民的幸
福指数，是向阳社区的根本目标。

2013年，向阳社区组织了180名专职社工
和居民小组长，利用半年时间，集中晚上和双
休日上门入户，共为4600户居民和165家商户
建立了基础信息数据库，把居民及商户的信息
全部录入“数字社区”系统。

“所谓‘数字社区’，是通过引入地理信
息技术和三维数字仿真模拟技术，将向阳社区
辖区内的居民区、商业区和驻区单位等地貌建
成三维实景平台。”张少杰说，依托“数字社
区”，可以实现社区实有人口的动态管理等。

“今年，向阳社区新开通了微信公众服务
号，将社区实有人口、信用、计生等社区为民
服务流程以‘微服务’的形式一一在微信平台
进行展示，方便居民查阅。”圣城街道党工委

书记袁义林说，微信“微公告”则将社区社
工、社区图等向社区居民告知，提高居民对社
区工作人员的熟识度，随时接受批评与监督。

2012年，社区居民纪袁新因车祸变成植物
人后，家里失去主要来源，母亲和妻子打零工
的收入，除了维持生活开支、还房贷外，还要
支付高额的康复护理费用，生活拮据。

“居民小组长了解情况后，立即向社区居
委会反映，社工入户走访后，及时为其申请低
保、免费办理了医保。”圣城街道社区办工作
人员王萍说，要把群众的事放在心里，而不是

放在口头。
2013年，向阳社区构建了“六位一体”服

务型党组织。
张少杰介绍，“六位一体”就是把城市社

区党委会、居委会、服务站、综治站、物业公
司和业主委员会六个为民服务主体联合起来，
共同为居民服务，消除管理上的“脱节”和服
务的“盲区”。

“过去，因居委会和物业公司互不隶属，
部分居民反映，服务上存在‘两张皮’现
象。”王萍说，今年社区大党委和居委会换届

选举后，将物业公司经理和业主委员会主任依
法纳为社区党委会和居委会“兼职委员”。

“‘两家人’成了‘一家人’，方便的是
我们老百姓。”刘文生说。

79岁的陈庆春是向阳社区的居民，已有62
年党龄。20多年来，她先后资助26名贫困学生
考入大学。

“向阳社区把管理变成了服务，作为老党
员，身在社区，更要一心为民。”陈庆春说。

下图为向阳社区在各小区内设置的便民蔬
菜点。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洰淀湖鸭蛋腌制成的咸鸭蛋，席间待客
时，可直接带壳切开食用。自己吃时，用筷子
敲破‘空头’挖着吃，筷子一扎下去，红油就
冒出来了，让人垂涎欲滴。”寿光市双王城生
态经济区牛头镇村党总支书记马宣英说。

洰淀湖历史悠久，《汉书·武帝纪》中有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洰淀湖”的记载。
后经考察论证，汉武帝当年耕种的地方就在牛
头镇村洰淀湖附近，洰淀湖也因此闻名。

洰淀湖坐落于潍坊、东营两市交界处，湖
区面积2 . 5万亩，是潍坊最大的天然湿地，寿
光唯一的天然湖泊，也是寿光自然面貌保持最
原始的地方。湖水水流畅旺，物产丰富，盛产
芦苇、鱼、虾、鸭蛋、蟹等。

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给当地放养鸭子创造了
良好条件。牛头镇村位于洰淀湖东畔，从村内
划着木船就能到洰淀湖中，许多村民从事渔业
养殖。在养鱼的同时放养鸭子，是村民的传

统。
“明朝初年，一位叫马智的先人在洰淀湖

边定居，后来逐渐形成了现在的牛头镇村。我
们村可能从那时就开始了养鸭、养鹅的营
生。”牛头镇村村委成员马兴旺说。

然而上世纪80年代，由于干旱、污染等原
因，洰淀湖水少、水质差，鸭子难以生存，洰
淀湖鸭蛋几乎绝迹。

“近年来寿光非常重视环保，污水都来不
了湖里，并且年年引弥河清水过来，自然条件
又恢复到了多年前的样子，鸭子又能自由生长
了，我们村又开始家家户户养鸭。”马宣英
说。

在洰淀湖畔，记者看到，成群结队的鸭、
鹅和野鸟在湖中和周边水塘里觅食、嬉戏。
“在洰淀湖附近养鸭，多采取放养，鸭子喜食
湖中的浮萍，可以自由地在湖中寻找食物。”
马兴旺说。

马兴旺家有养鱼池，池子里散养着十几只
鸭子。“我从来不管它们，晚上也让它们在池

子里休息，偶尔从湖里捞些田螺，敲碎了喂它
们。”马兴旺说。

吃着纯天然的饲料，畅游在清澈的湖水
中，洰淀湖鸭产的鸭蛋大、皮质细，还经常出
双黄蛋。腌好的咸鸭蛋蛋白柔嫩，出油特别
多。

对于腌制咸鸭蛋，当地村民有自己的一套
方法。“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腌制方法，
从盐的配比、腌制时间，到白酒等辅料，各有
不同。有的腌出来不咸还出油，这些秘方都不
外传，想尝鲜的就来我们村里找吧。”马宣英
说。

2012年，洰淀湖鸭蛋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其划定的地域保护范围是寿光市境内的
牛头镇村及周边镇部分村，共62个行政村。

从中医角度看，鸭蛋具有滋阴、清肺、丰肌、
泽肤、除热等功效。咸鸭蛋清肺火、降阴火比未
腌制的鸭蛋更胜一筹，煮食可治愈泻痢。其中咸
鸭蛋黄油可治小儿积食，外敷可治烫伤、湿疹
等。

现在咸鸭蛋的吃法多种多样。洰淀湖旁边
多个农家饭店内，咸鸭蛋不仅可以直接食用，
还延伸出了各种各样的菜肴，如咸鸭蛋蒸肉，
咸鸭蛋蒸豆腐等，引得游客竞相品尝。

品质优良的洰淀湖鸭蛋，有人挨家挨户来
收，眼下的行情是2 . 5元一个。

“我家这种散养的，不用管它，隔两天到
鱼塘旁边的草丛里找鸭蛋就行，就跟白捡钱一
样。鸭蛋就是我们的‘金疙瘩’。”马兴旺
说。

现在牛头镇村的鸭子养殖还处于传统家庭
散养状态，没有形成规模，产蛋量较低。“现
在全村就有一户养殖规模比较大，有几百只。
大规模地养比较费劲，需要到湖里打捞浮萍喂
它们，或者添加饲料，还得注意鸭的疾病。”
马宣英说。

就洰淀湖鸭蛋，现在双王城生态经济区正
在申请注册品牌。下一步，牛头镇村打算扩大
鸭子养殖量，将洰淀湖鸭蛋发展成规模化产
业，让好吃的洰淀湖鸭蛋走进千家万户。

洰淀湖鸭蛋：芦苇荡里的金疙瘩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今天是复赛的最后一天，虽然天气很
热，但百姓们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有个大妈
已经74岁了，还来比赛，我很受鼓舞。”5
月23日，刚从寿光市“舞动快乐、品味幸福
广场舞大赛”复赛现场评委席走下来的范亚

群告诉记者。
范亚群本科读的是化学专业，毕业后先

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2001年12月我进
了寿光市青少年宫，从事管理工作，跟舞蹈
和孩子就分不开了。”范亚群说。

2004年，青少年宫的舞蹈专业刚开始起
步，只有4个学生。没有学生谈何教学、培

训，范亚群犯了难。
形势不乐观，但范亚群没有停滞不前。

“在教好已有学生的前提下，她带领舞蹈教
师到各学校门口，向家长、孩子宣传舞蹈，
并让孩子们免费学习体验。”范亚群的同事
张秀娟介绍，经过她们一个学期的努力，现
在，青少年宫已有5处培训基地，每年培训
学员4000多人。

学校规模大了，舞蹈节目也成熟了，但
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我想带领学生们出
去参加舞蹈比赛，提高专业水平，锻炼交际
能力。”范亚群说，但家长们担心孩子不适
应、影响学习成绩等，都不赞同。

范亚群先领着舞蹈老师给孩子、家长做
工作，同时又慢慢尝试着带孩子出去比赛。
“学生们在省、潍坊市组织的各类比赛中多
次取得了一等奖、金奖的好成绩，身心素质
得到加强，有的学习成绩还提高了，家长们
的顾虑就打消了。”范亚群告诉记者。

张秀娟说，范亚群工作起来非常卖命，
很少过周末。除了担任青少年宫的校长，范
亚群还是2009年成立的寿光市中外舞蹈交流
协会的主席，协会现在有400多名会员。

范亚群的儿子刘轩硕读小学三年级，
“周末的时候，妈妈经常忙，没时间陪我和
爸爸。但妈妈有时候会带着我去观看小朋友
的舞蹈演出。”

今年1月1日，9岁的王璐瑶参加了在寿
光电视台演播大厅举办的元旦汇报演出。
“我在中外舞蹈交流协会学了4年民族舞。

在这里，我不仅学习了舞蹈，还结识了很多
小伙伴。”王璐瑶说。

5月1日，青少年宫在菜博会现场举办了
农圣文化节系列活动之“唱响春天，舞动菜
博”文艺演出，共有16个节目。这是2010年
以来，范亚群连续第五年组织承办该活动。

在做好城区少儿舞蹈培训的同时，范亚
群还计划在侯镇设立一处舞蹈培训活动基
地，为乡村青少年和文艺爱好者提供同等的
学习活动机会，为乡镇舞蹈爱好者提供交流
学习平台。

“已在侯镇中心小学后面租赁了一栋
楼，面积有1600平方米。我们打算在周围小
学、幼儿园联合组织一些文艺活动、联谊晚
会等。”范亚群说。

如今，因为学校规模大、学员数量多，
范亚群又面临有学生、缺教师的问题。她到
潍坊、济南、北京等地考察并招聘优秀的舞
蹈教师。“问题随时会有，重要的是积极面
对。”范亚群说。

从舞蹈的“门外汉”到感兴趣，再到现
在的“带头人”，范亚群称，除了舞蹈本身
的魅力，还有孩子们成长进步的激励。“我
会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范亚群说。

西刘营：

村委干实事

村民才支持

潘家：

村风民俗好

自然安定

■寿光好味道

圣城街道向阳社区下大气力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两家人”成“一家人”是根本目标

范亚群：从“门外汉”到“带头人”

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巡巡礼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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