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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08年3月，寿光市规划建设了寿光市软件
园。2010年，在软件园内，寿光市又规划建设了大
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吸引了众多大学生及留学人
员、高端人才创业。2013年6月通过省人社厅检查
验收，成为省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寿光创业“土壤”日渐肥沃

23 综合

纪台黄桃跟其他桃子不同，它带点儿酸头，
一口咬下去果肉有点钝，有嚼头。纪台黄桃不仅
口感好，还特别适合做成罐头。

纪台黄桃：弥河岸边的金果子

24 视点

充分发挥青年在电子商务发展中的领头军和
突击队作用，服务和引导全市有志青年在电子商
务的浪潮中开辟通向成功创业的正确航线，是当
前共青团寿光市委积极服务青年创业需求，打造
服务型团组织的重要发力点。

寿光电商聚起青年力量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工作6年，田江已是寿光市三洋木业家具
厂副厂长。大学毕业后，家在稻田镇的田江，
来到位于寿光经济开发区的三洋木业工作。
“工作对口，收入也不错，离家近，挺好
的。”田江说。

“我们的车间工人，有三分之二来自本地
农民。”三洋木业办公室主任伦东涛介绍。

产业支撑，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近
年来，寿光以城市为中心，以镇街为纽带，以
村庄为腹地，构筑城乡一体、工农并进、特色
鲜明的块状经济。通过产业发展，经济总量做
大、质量提高，积极创造就业岗位，引导、吸
纳农村人口就地向城镇有序转移。

“土专家”“田秀才”吃香

洛城街道的张砚祥掌握了1900多种蔬菜病
虫害的防治技术，被人们称为“蔬菜医生”。
无论哪种蔬菜，只要他看一眼，就知道得了什
么病，并开出药到病除的方子。

文家街道先锋营村的李万民培育的“独根
红”韭菜，一株1 . 05米高、单株重80克，在
2004年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他还发起成立了
寿光市韭菜协会，发展起12个韭菜生产专业
村，发展无公害韭菜近万亩，带动周边群众致
富。

寿光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作为加快农业现
代化发展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农民科技文化
素质和增收致富能力，组织了“50万农民科技
大轮训”、“远教富民”和“万户农民上网”
等培训，培养了一大批长于经营、精于管理、
勇于创业的“土专家”和“田秀才”。10万多
农民获得了“绿色证书”，蔬菜种植技术能手
达到14 . 1万人，蔬菜加工、经营能手3 . 2万人，
在外受聘农村实用人才达3000多人，95%的农
村劳动力掌握了2门以上实用技术。

如今，寿光深入实施“沃土工程”，大力
发展股份制园区、专业合作社，形成了一批新
型职业农民。目前，寿光各类农业龙头企业发
展到410家，带动了20万户本市及周边地区的
农户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产业化、国际化经
营。

农民就地成为产业工人

“只要想干，在寿光不愁找不到地方干
活。”古城街道垒村42岁的郑有光说，自己虽
然没文化，但在联盟化工承包了一部分装卸的
活，收入稳定。

文家街道桑家村63岁的桑训昌有两个儿
子，一个在富康药业承包车队，一个干个体做
包装膜。“村里种地的不多了，除了玩大棚
的，开车的，做餐饮的，人人都有事情做。”
桑训昌说。

稻田镇的伦伟霞在寿光经济开发区的晶美
玻璃有限公司上班，工作5年就已成为公司中

层。
寿光引导镇街大力发展“飞地经济”、

“特色园区”，重点培育新能源、新医药、生
物基材料等产业集群，让更多农民就近、就地
变成产业工人。

寿光物流园占地3000亩，提供1 . 5万个就
业岗位，带动周边房地产、饭店、银行、保险
等服务业发展。泰丰以诚家庭农场占地400
亩，种植苗木和蔬菜。其负责人王德勇说：
“农忙时吸纳200多人就业，主要是附近村庄
的人，月工资2000至3000元。”

羊口镇从小渔村变为小城市，得益于“产
城融合”的全域城镇化新路径的探索。该镇党
委书记吴广兴说：“产业是引领是前提，城镇
是依托是载体，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产’与
‘城’的协同发展、良性互动。”

在寿北，羊口、侯镇等专注于发展先进制
造业、海洋精细化工等产业，小城镇的集聚作

用和造血功能明显增强。羊口72家大中型企业
吸纳就业近2万人，与之配套的企业职工住房
保障正在加快实施。目前，寿光有6个镇街地
方财政收入过2亿元。

服务业解决剩余劳动力

早6：00，文家街道桑家营子村的村民们
走出家门准备忙大棚时，保洁员刘兰香已经在
路上清扫起来了。从事环卫工作两年多来，每
天早上刘兰香准时上路作业。她负责的片区有
村里的两条主街道、5条小巷子，每天都需逐
一清扫。“有了活干，家里就有了收入来
源。”60岁的刘兰香说。

在寿光975个行政村的大街小巷，活跃着
像刘兰香一样的3000多名农村保洁员。

“以前村里环境不仅乱，散落在路上的动

物粪便也让人不想多逗留。现在村里环境好
了，回老家的次数多了，心情也好了。”在寿
光市里上班、老家是化龙镇马庄村的马田振
说。

自2012年1月起，寿光全市所有975个村庄
移交市环卫处统一保洁。环卫处按照每75户1
人的标准配备了3000余名保洁员及110名村庄
管理员，建立起了村庄保洁队伍。生活垃圾清
运人员对村内垃圾桶每天进行清掏，统一清
运，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寿光建成较为完善的
城乡环卫一体化格局的同时，也解决了数千人
的就业问题。

近年来，寿光不断壮大城市经济，积极推
动三次产业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
通过深化改革、市场化运作，打造教育、园
林、环卫等“十大品牌服务业”，提高第三产
业比重，让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剩
余劳动力找到了适合的工作岗位。

在城镇化过程中，寿光不断加大产业支撑———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找到合适工作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朋

走进侯镇台东村，村前文化小广场建设正在施
工中。“村里没有文化活动场所，大家都盼着。”
台东村的张艳萍说。

今年，台东村投资10万元新建文化小广场，村
里还准备新上健身器材，新建5间文体活动室，配
备象棋桌、乒乓球台等器材。

“以前村里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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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
里远。”稻田镇西丹河村村民董向前说。

2011年3月，西丹河村进行了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村庄实现大变样。拆除了乱搭乱建的棚子，换
上新的供水管道；安装200千瓦的变压器，更换老
化用电线路；整修生产路，在4条南北主街安装了
路灯。

“村里环境好了，电压稳定了，晚上出来散步、
聊天，生活很舒心。”村民董月法说，村里还建起了幸
福院，为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

寿光坚持把新增财力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3
年市财政直接投入59 . 2亿元，加快教育、卫生、文
化等公共服务向农村社区延伸，百万城乡居民全部
纳入了“10分钟文化圈”，在全省率先开通了城乡
公交，初步构建起了均衡普惠、发展共享、覆盖城
乡的公共服务体系。

8月6日，羊口镇村卫生室，室外温度已达
38℃，室内却清凉舒爽。57岁的刘福志躺在病床
上，一边输液，一边看电视。

谈到以前的村卫生室，刘福志觉得就是“夫妻
诊所、炕头诊所”，仅配有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这

“老三件”，有的卫生室甚至连“老三件”都不齐。
如今，卫生室不仅有崭新的办公桌椅、输液

椅、病床、电视机、洗衣机、空调，还设置了宣传
栏、宣传架，还配备了体温计、听诊器、压舌板、
出诊箱、身高体重仪等设备，实现了诊断室、治疗
室、观察室、药房“四分开”。“8月份，全镇21
处村级卫生室全部完成上档升级。”羊口中心卫生
院院长张连登说。

自2013年5月开始，寿光对177处村级卫生场所
进行新（改、扩）建。截至目前，66处村卫生室改建工
作已全部完成，111处新建场所已有48处完成。

8月5日15时，刚刚下过雨，孙家集街道胡营村
的街上却看不到泥巴。村民贾志祥说，环卫工人每
天把路打扫得干干净净，路边隔一段就有垃圾桶，
大家很自觉地把垃圾放进桶里。

“以前的农村，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夏
天出门总有一股垃圾的恶臭。现在村村都有垃圾
桶，垃圾不再随处倒，村民居住、生活、休闲环境
大大改善。”干了5年环卫保洁工作的桑秀兰说。

2012年1月1日，寿光实现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
盖。目前，全市975个村庄及主要省、县级道路实
现了统一清扫保洁，统一垃圾清运处理，基本形成
了市、镇、村“三位一体”的环卫运行模式。

近年来，寿光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
镇村延伸，构建起设施配套、服务高效的市政管理
体系。除实现环卫一体化外，寿光还积极推进污水
处理一体化、园林绿化一体化、城管执法一体化、
供水一体化等多种城乡共享公共服务体系。截至目
前，全市共建成污水处理厂13座，污水日处理能力
达到28万吨。所有镇街驻地均建成了1至2处5000平
方米以上的游园绿地，新型农村社区绿地率均达到
35%以上。已建成东城、滨海、城北和科技工业园4
座供水厂，城市供水逐步向镇村延伸。

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寿光的城市味越来越
浓。目前，寿光城镇化率达到55 . 5%，争取2020年
达到67%以上。人均占有城市道路30 . 2平方米，绿
化覆盖率44 . 7%，基本形成了产业化程度高、创新
能力强、城乡共同富裕、生态环境友好和文化全面
繁荣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寿光基本构建起了1个中心城区、2个小
城市、10个中心社区、85个农村社区的新型城
镇化体系。”寿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
记马康生说，对中心社区和新型农村社区，在
改造提升路、水、电、热、气等基础设施的同
时，完善提升医疗、保障、文化等服务，推进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上楼提升幸福指数

古城街道怡馨苑社区68岁的王金栋搬进楼
房两年了。“住楼房冬天暖和，夏天凉爽，舒

服。”王金栋说，他家5口人，儿子在市区做
生意，儿媳在邻村幼儿园教书，孙女读初二。
他家150多平方米，4个房间、两个卫生间，还
有厨房、餐厅、车库。

去年，寿光新建农村社区24个，新建楼房
502栋，续建楼房112栋，完成主体20778户。目
前，全市共启动农村社区146个，可安置10万
多户。

走进化龙镇北柴社区村民王富强家中时，
一家人正坐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谈论着今年胡
萝卜的收成。

“以前冬天守着一个小煤炉，窗户屋顶都
透风，一家人只能挤在一张床上取暖入睡。去
年住上新楼后，冬天在家里只穿一个薄外套就
行。这种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以前连想也不敢
想。”王富强说。

为了配合小城镇建设，化龙镇规划建设了
马庄新区、南柴社区、丰三社区，在镇区较远
村规划建设了裴岭社区、北柴社区、辛店社
区，形成了镇村联动、多点开花的局面。

孙家集街道高标准定位小城镇建设，街道
驻地沿路打造高标准住宅区 ,先后开工了范
于、周家、营子土地挂钩试点项目，启动了后
胡、胡一旧村改造，建设了绿源小区、胡营新
苑、嘉和名苑、盛景华墅等社区，总建筑面积
达27万平方米。

今年，营里镇规划新建、续建鑫海名苑、
福海佳苑、金海花园和玫瑰园四个新型社区，
设计2400户，统一规划建设社区服务中心、超
市、卫生室、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等综合
社区服务设施，为1 . 1万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社
区服务。

配套设施比肩城里

8月4日上午，在化龙镇新建成的龙盛家园
小区里，居民高树光正在乘凉。他老家在高家
村，来此买房居住，是为了孩子上学方便，在
家门口就能满足孩子从幼儿园到初中的上学需
求。

“离小区不远，还有医院和超市，配套设施
齐全，生活非常便利。”高树光说，“我买的是五
楼带阁楼的户型，跟市区的复式一个样。”

化龙镇先后筹集资金600多万元对南洋路
进行拓宽改造，并进行高标准的绿化、亮化。
投资2200万元新建化龙医院，百姓看病基本可
以在此解决。投资2500万元新建化龙镇中心小
学、中心幼儿园，改善了化龙的教育环境和教
学质量。投资300万元的全福元化龙店，日前
也已投入运营。

“在丰城老镇区，镇上投资200多万元对
丰城商贸街进行整治，配套排水管网。投资
2500万元新建丰城实验小学、实验幼儿园。新
丰育苑项目、丰城嘉苑项目、西庄子社区项目
正加快推进。我们希望通过大项目的建设，加

速丰城镇区小型城镇化建设，让群众生活更加
便利。”化龙镇工作人员王兴奎说。

文家街道在文家中学东侧，正在建设一处
高标准幼儿园，可满足15个教学班600名幼儿
的入园需求。该园预计年底前竣工，明年3月
份投入使用，将有效解决辖区内群众子女入园
难问题。

孙家集街道去年投入2000万元新开工了胡
营幼儿园，大李、营子两处小学及孙集一中的
校园扩建改造工程。投资200万元对全街道21
处村级卫生所进行了达标改造，并实施安全饮
水工程，改善了群众的饮水条件。

优势产业引导就业

城镇化需要产业支撑。寿光引导各镇街区
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加快差异化、特色
化发展，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农则农，全
面增强小城镇发展活力。对镇区老站所、小企
业、废弃用地，加快关停并转、拆旧建新，实
施“腾笼换凤”，培育镇域优势产业和重点企
业，壮大镇域经济实力。去年有7个镇街地方
财政收入过亿元，其中羊口、侯镇、圣城过5
亿元，古城、洛城、文家过2亿元，营里成为
第7个“亿级镇”。

稻田镇在稻田镇区、原田马镇区分别引进
全福元商业综合体和田马瓜果市场2个重点产
业项目，让城镇聚集产业、吸纳人口的承载能
力不断提高。

营里镇积极引导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鼓
励农民采取“企业+基地+大户”的模式“抱
团”发展。营里镇目前已成立种植合作社、养
殖合作社、蔬菜专业合作社等65家农业经济合
作社，为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一村一品”、
带领农民致富发挥积极作用。

化龙镇计划在南洋路以东建设高标准的家
具物流市场，规划占地200亩，进一步将化龙
家具打造成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区域品牌，从
而吸引更多的人来化龙购物。

镇区配套设施逐渐完善 城乡公共服务趋于均等

新型农村社区助力就地城镇化

农村有了城市味儿

□石如宽 报道
古城街道怡和苑社区卫生室。

8月11日晚，寿光市化龙镇举办群众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晚会，吸引了2000多名群众观看。
据了解，这是化龙镇第二届群众文化艺术节，历时40多天，送上7场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360多个节目单元，全镇1000多名群众参

与到了本届文化艺术节的演出当中，现场观众累计超过2万人次。

□石如宽 王俊丽 报道

群众文化艺术节闭幕


	2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