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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 兵

“要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在城里我根本买
不起房子。”42岁的王新亮说，他腿部有残
疾，平时靠着和妻子摆摊卖水果蔬菜，维持生
计。如今，这个困难家庭将住进景新园3号楼2
单元602室。这套房子共78平方米，加上地下
室，王新亮共花了近20万元。

“首付7万元，其余的贷款。”王新亮
说，虽然有房贷压力，但心里踏实了——— 总算
在城里扎下根了。

今年7月初，寿光市第一批经济适用房景
新园进行了分房，共有61户低收入困难家庭圆
了住房梦。

“本次经济适用房分房，切实解决了部分
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难问题。”寿光市房管中
心住房保障科科长邵明照说。

据了解，这批经济适用房根据《寿光市景

新园经济适用住房销售方案》要求，通过社区
居委会、镇街初审和公示，市民政局、房管局
等职能部门复审公示，最终认定75户家庭具备
申购经济适用住房资格，并发放了《资格通知
书》，其中成功认购61户。

邵明照解释说：“社区居委会首先把关受
理，街道、乡镇再把关，然后民政局和房管局
一起复审。三审三公示，程序公开透明。我们
尽力把好事做好，让符合文件规定范围之内的
困难群众，全部住上保障房。”

“选房公开，光摇号就摇了3次。”申请
到3号楼1单元9楼的王萍说。

“因为是首批经济适用房，我们格外谨
慎。原计划准备电子摇号，但考虑群众不放
心，改为现场抓阄。”邵明照介绍，本次分房
实行现场抓阄、现场公示、全程录像的方式，
公开选房。为确保选房过程公开、透明，特别
邀请了市财政局、民政局、审计局、物价局等
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场监督。公证处工

作人员现场公证，确保住房分配公开、公正、
公平，让每个住房困难的家庭都住上如己所愿
的好房子。

王萍是单亲妈妈，自己带着孩子跟着父母
生活。她很想有自己的空间。“申请也不算麻
烦，因为符合条件，程序走得很顺。”等到8
月底，王萍就将有自己的房子了。

对于房子的位置，王萍比较满意。“虽说
是在寿光城的西南角，但附近有徐家学校，孩
子上学也方便。还有晨鸣医院以及农贸市场，
位置算不错了。”王萍说。

景新园由寿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开
发，项目位于菜都路以东，农圣街以北。一、
二期共建设740套经济适用房和52套廉租房，
每套房屋面积在70平方米左右，简装修，总投
资1 . 18亿元。这次销售分配的是3号楼的住
房，8月全面交付使用。

“首批经济适用房推出的户型比较丰富，
申购者选择的空间比较大。”邵明照说。

根据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有关销售价格的
规定，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
来确定，房地产开发实施的经济适用房住房项
目利润不高于3%。

前期寿光物价部门对建设成本和销售价格
进行了核算，后来寿光市政府办公室研究后决
定，为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家庭困难，切实把
民生工程做好，决定销售均价为2200元。因为
此价格低于成本价，寿光市财政拿钱，平均每
平方米补贴了500元。

虽然相对市场价便宜不少，但对部分困
难家庭来说依然是个不小的开支。王萍一下
子拿不出近20万元的房款，好在有父母帮衬
着，又贷了款，总算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
房子。

“第一批，我们只针对城市居民，但也有
好多农村百姓前来咨询。我们准备扩大范围，
向市政府汇报，让农村困难群众也有机会住进
城里的经济适用房。”邵明照说。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白 雪

“赠好月嫂王玉芬：精心呵护，胜似亲
人。”7月6日，王娜、王伟夫妇将一面锦旗
送到寿光市妇幼保健院，感谢王玉芬在过去
十多天里对他们刚出生的孩子的照顾。类似
这样的感谢，寿光妇幼保健院月嫂部近来收
到不少。

去年底开展起来的专业月嫂服务已经成
为寿光的品牌，这是寿光妇幼保健院与北京
一家母婴服务机构联手的杰作。

寿光市医疗机构瞄准社会上特色优质医
疗资源和先进管理经验，通过连锁等方式引
入，先后建成慈铭体检中心、新血液透析中
心、远程心电会诊系统、安恩贝月嫂中心等
特色高水平诊疗服务机构，较好地满足了城
乡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保健需求，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高水平的医疗服
务。

从月嫂到高级母婴护理师

“半个月了，宝宝体重一点没增长，黄
疸也没有消退。我的奶水很少，脸色也很
差。你们能帮帮我吗？”家住美林小区的王
美萍在分娩三周后找到寿光妇幼保健院月嫂
部。

月嫂刘霞上门后，为王美萍制订了成套
的月子营养餐，对乳房进行疏通护理，每天
根据宝宝的情况调整喂养方式，在满月时成
功让宝宝增长1公斤体重，黄疸消退，产妇
精神头也好了。王美萍一家人满心欢喜，
“还是你们专业。”

找不到高水平的月嫂，一直是寿光育婴
家庭的苦恼。“我们联手北京安恩贝全国连
锁机构，加上我们的专业优势，综合母婴护
理经验，推出专业月嫂、医院陪护服务，让
寿光的新妈妈、小宝宝享受到更专业、周到
的服务。”寿光妇幼保健院院长贾中华说。

“呛奶怎么办？孩子拉肚子、打喷嚏是
怎么回事？新妈妈一天问好几遍，我都能轻
松应对。实在解决不了的，可以问大夫。”
30岁的月嫂王玉梅从今年3月份上班后，一
共服务了13个客户，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高
级母婴护理师。

“月嫂都是经过面试、培训、实习、考
试考核这四个环节精心筛选、严格培训，才
能上岗服务的。”妇幼保健院月嫂部殷珊珊
说，负责培训的，既有安恩贝总部的资深讲

师，也有医院的大夫和护士，注重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合格者可获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的高级母婴护理师证。截至7月上
旬，前期培训考核合格的60余名月嫂全部投
入工作。通过随访及用户反馈情况看，满意
率达100%。

北京专家远程会诊

6月30日下午，75岁的陈中华在寿光市
中医院心内科进行心电监护。与此同时，检
查的图谱出现在北京301医院心电图专家的
面前。

自2013年11月起，寿光中医院心血管病
科开通了与301医院心内科合作的远程心电
实时监护业务。患者佩戴监护仪后，该院为
患者检测的心电图，通过网络传送至301医
院心内科，301医院专家进行会诊作出诊断
后，再将检查结果传回寿光中医院，指导医
生给病人进行相应治疗。

不仅心脏病患者，血液透析病人同样享
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3月16日，寿光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室举
办的大型肾友联谊会上，100多名肾友及其
家属参加了联谊会，并听了台湾长庚医院肾
病科主任、美国南加州大学生理学博士陈右
明教授作的肾病专题讲座。

2013年底，寿光人民医院和台湾杏康医
疗公司合作建成的新血液透析室正式投入使
用后，达到国际水平的49台透析机同时启
用。透析用水、透析液、专用透析电子秤都
让寿光的透析登上一个新台阶。

体检中心引入连锁经营

“服务好，环境好，态度好。”54岁的
李秀娥在慈铭体检中心体检后说，“老体检
中心和现在没法比了。以前来得再早，也得
排很长的队，光线也不是很好，总感觉有点
堵得慌。现在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老远就

和你打招呼，很亲切。”
为了让菜乡百姓享受到“真正为每个人

健康考虑”的体检，享受高水平优质体检服
务，寿光人民医院联合北京慈铭体检中心，
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入手，对原有的体检中
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升级。2014年1
月，新的慈铭体检中心正式开业。

升级后的体检中心既有慈铭体检“集团
化管理，连锁式经营”的管理优势，又有寿
光人民医院的技术力量和大型先进设备的支
撑，实现了健康体检的标准化建设。新体检
中心，由北京慈铭体检总部统一进行健康体
检套餐设计、流程设计、仪器设备配置、体
检质量控制，对数据统计分析给予具体指
导，与医院的大型检查科室形成会诊、转诊
网络，为深度健康危险因素筛查奠定了基
础，体检准确度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新体检中心的服务由以往的
被动服务变为主动服务、感动服务，用优美
舒适的体检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赢得了群
众满意。

□ 本 报 记 者 单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朋

7月23日，是今年二十四节气中的“大
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下午，一场急雨
把寿光市民淋了一个措手不及。营里镇中营村
村民吴宝丰穿着雨衣，在自家的玉米地拾掇完
后，甩出了半鞋的泥。

“真是场及时雨。”吴宝丰说，“从去年
8月到现在，这是第一场像模像样的雨。旱情
太重，上一茬麦子减产了20%，这茬玉米眼看
着也要‘黄’，多亏这场雨帮了大忙。”

7月以来，寿光各地高温闷热，降水稀
少，最高气温曾达40℃。

“春旱接着夏旱。”在圣城街道刘旺村，
村民马万荣扒拉着枯黄的玉米叶。“要不是这
雨，现在地里估计得‘变抗旱为防火’了。”
马万荣打趣道。记者看到，本该长到一人高的
玉米，现在刚齐腰高。

“到目前为止，寿光全市今年平均降雨

203毫米，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85毫米。”寿光
市气象局副局长姜再生说，今年1至5月降雨量
仅为67毫米，6月降雨97毫米，7月截至23日降
雨仅39毫米。降雨偏少，加之晴热高温，寿光
部分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干旱。

寿光中北部为地表水和地下水混合灌
区，依靠弥河水、黄河水和小清河水灌溉，
农作物主要为玉米和棉花。目前，弥河断
流，引黄济青还没到输水期，全市无地表水
灌溉水源。

“中北部地区现全部依靠6000余眼机井灌
溉。”寿光市抗旱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朱
晓庆说，“由于无持续降雨，一些机井的出水
量由原来的30方锐减至17方左右。灌溉周期延
长，无法满足灌溉需求。”

7月12日，寿光启动抗旱三级应急响应。
“调度好现有水源，首先保证农业用水。”寿
光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惠玲说。

7月18日9时，双王城水库开闸放水。截至
7月21日16时，共放水300万立方米，其中向弥

河放水130万立方米。此次双王城水库计划放
水2000万立方米，其中市内供水1000万立方
米，潍坊周边地区供水1000万立方米。

“从宋庄泵站提水到引黄济青干渠，然后
通过放水闸进入弥河和张僧河，向寿北各镇区
放水灌溉。”朱晓庆说。

7月13日至22日，寿光共投入抗旱人数9万
人，抗旱用油51 . 9吨，抗旱用电248 . 7万度，新
打机井160眼，总投入资金达735万元。

目前，寿光中北部地区，大田作物依旧普
遍采用大水漫灌的传统灌溉方式。

“发展并推广高效节水的灌溉方式，势在
必行。”寿光市水利局副局长范荣誉说，“传
统的大水漫灌致使水资源利用率低，加剧水资
源浪费，低效且不科学。”

2009年起，寿光在全市设施蔬菜种植方面
推广“微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的高效节水灌溉
项目，但推广区域主要针对大棚蔬菜。

“大田作物中，部分胡萝卜种植采用了地
膜加喷灌的灌溉模式。”寿光市农业局农技站

站长、高级农艺师丁加刚说，“在地表附近形
成一个小的生态圈，节水的同时也增加了作物
的抗旱能力。”针对大田作物的高效、合理灌
溉方式，后期将进一步深入研究并推广。

湿地在涵养水源、蓄洪防旱、降解污染、
补充地下水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寿光已建成
了滨海国家级湿地公园、弥河国家级城市湿地
公园和洰淀湖省级湿地公园。

“通过扩建芦苇湿地4500亩，洰淀湖芦苇
湿地现有总面积已达1 . 2万亩。”寿光市水利
局防汛抗旱办公室主任袁西锐说，经寿北综合
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尾水，可用于周边地区棉
田的灌溉。

“全市都做好了抗大旱的思想准备。”王
惠玲说，统筹安排水源、协调好抗旱用水，是
目前的头等大事。要关注旱情变化，及时发布
气象信息，水利设施迅速完善，第一时间为农
民提供技术抗旱意见。

“有了双王城水库的水，再加上这场及时
雨，今年这玉米没问题了。”吴宝丰说。

投入9万人，新打机井160眼，推广高效节水灌溉———

寿光：全民抗旱

每平方米均价2200元，政府每平方米补助500元———

61户困难家庭有了经济适用房

看心血管疾病有北京301医院专家远程诊断，

月嫂服务和体检引入高档连锁经营。寿光医疗卫生系统———

借“外力”让百姓享高水平服务

□石如宽
杨慧敏 报道
寿光妇幼保

健院正在对月嫂进
行培训。

7个检察室如同寿光市

人民检察院延伸的手臂，

扎根在群众中———

检察官来到百姓身边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明福 刘珊

“一室一品”各具特色

上世纪80年代，一批乡镇检察室应运而生，
但在90年代中后期，又被撤销。如今乡镇检察室
建设工作又在铺开，检察室的生命力在哪里？寿
光的做法是：依据各自的地理特点，打造“一室
一品”。

“经济开发区追求民行检察品牌，洛城是青少
年教育基地，侯镇是农村干部教育基地，圣城是围
绕社区检察品牌，羊口是渔业检察品牌……”牟中
元介绍。

羊口是渔业重镇，无论渔业捕捞生产总量、渔
船装机功率，还是渔船吨位，在全省都排名前三。
所辖共有717艘渔船，每年国家下发的渔船燃油补
助2亿多元。

去年，在渔船燃油补贴申报期限10天内，检
察人员进驻申报审查第一现场，现场监督渔政监
督管理人员对申报资料的审查把关。在检察人员
的检察监督下，辖区渔政监督管理站对2012年度
进行申报的602艘渔船业主的燃油补贴申报资料进
行了严格审查。经审查，2012年度申报符合条件
的共有 5 9 6艘渔船，合计应发放燃油补助金额
129745433元。审查过程中，发现6艘渔船不符合发
放标准。在检察人员的严格监督下，渔政监督管
理部门决定对该6艘渔船不予发放燃油补贴。按照
以 往 惯 例 ， 这 6 艘 渔 船 应 发 放 燃 油 补 助 合 计
2722235 . 40元。

自成立以来，侯镇检察室已开展预防宣传廉政
教育11场次，受教育600余人，成为寿光市的农村
干部廉政教育基地，来基地接受廉政教育被寿光市
委组织部确定为全市农村党员干部培训的“必修
课”。洛城检察室的“菜乡少年检察官”，成为青
少年法制教育的一大特色。

和群众的距离近了

7月12日上午，在寿光检察院派驻经济开发区
检察室的会议室里，副检察长朱青春正与检察室工
作人员，对检察室业务系统中民事法律监督模块进
行专题研究。经济开发区检察室，是朱青春的包靠
检察室。

自检察室成立以来，寿光检察院实行“一线
工作法”，每位分管领导一个月至少要去检察室
一趟，帮助解决问题，相关科室也要进行业务指
导。

牟中元说，以前感觉工作浮在上面，百姓也不
敢进门，现在真正地接地气，直接和百姓打交道。

奚东锋认为，基层检察室对检察院工作促进作
用非常大。“与基层接触得多，基层矛盾了解得
多，既增加了案源，又畅通了与百姓沟通的渠道，
检察室已成为基层化解矛盾平台。”

经济开发区检察室主任袁学亭说，与企业打交
道多了，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法律服务。

韩莉莉在机关工作20多年，多数与市直部门打
交道，对百姓了解少。“现在与百姓近了，百姓也
少跑腿了。”韩莉莉说。

在每个检察室，都有视频接访室、情绪疏导
室、职务犯罪预防室等。尤其是视频接访，有问
题、疑问不用跑到寿光城里，直接在当地检察室即
可直接反映。“数据多跑腿，百姓少跑腿”，成为
检察室方便群众的一大特点。

百姓反映问题方便了

6月20日上午，侯镇地沟村63岁的赵全利与老
伴骑着电动车来到寿光检察院派驻侯镇检察室，反
映村里给他发放了2400元种地补偿款，自己没有领
取，但村委的发放表上面却有领取的手印。没有
领，反而背了领款不认账的名声，赵全利觉得非常
委屈。

检察室主任奚东锋听取诉说后，赶到村里了解
情况，并到镇经管站找到发放表进行了复印。找到
发放现金的保管郭某了解时，郭某说赵全利已经领
取。奚东锋对郭某进行了劝说，让他认真查一下问
题出在哪里。郭某拿着发放表看了许久，最后回忆
起来，领取表上的手印应该是下面那一户摁错了地
方。第二天，郭某托人把2400元交给村里。“要不
是检察室的工作人员认真，我的黑锅还不知道背多
久。”赵全利说。

“群众主动向我们反映问题了。”洛城检察
室主任韩莉莉说。

去年12月24日下午，摊贩董某来到洛城检察
室，情绪激动地向检察室人员说：“洛西村村委收
费不公，这事你们管不管？如果不管我就上访，说
啥也要讨个说法。”

韩莉莉请他坐下慢慢说。原来董某在洛西市场
摆摊，洛西村村委收费人员多收取了费用。调查属
实后，韩莉莉向村委提出口头建议，第二天村委就
把相关费用退给了董某和类似情况的其他摊主。
“你们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给了俺一份明白
账。”董某说。

“设立检察室后，百姓反映问题方便了。以前
反映问题得去检察院控申科，现在有些问题就在基
层解决。”牟中元说。

“办低保咋还要交钱了？”3月13日，寿光市
检察院派驻滨海（羊口）经济开发区检察室主任张
晓春在羊口镇刘旺村巡访时接到群众反映。刘旺村
文书刘新刚向本村低保人员赵金春收取了500元，
说是办低保要与民政人员处理关系。随即，张晓春
对刘新刚进行调查，刘承认要了500元，立即返
还，并接受处理。

“检查官工作在一线，接地气，惠民生，办实
事，这是设立检察室后带来的显著成效。”寿光市
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牟中元说，自2012年9月开始
设立检察室起，到目前为止，寿光市检察院已在镇
街设立了7个检察室，让检力下沉、检察官走到百
姓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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