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杨学莹 陈晓婉
本报通讯员 李 晓 孔令华

乡镇是我国现行五级行政体制的末梢，
“权力丁点小，责任无限大”、“小马拉大
车”现象曾长期束缚强镇发展。我省2010年
开始的“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
点”、2012年开始的“百镇建设示范行动”
都试图用“扩权强镇”解决这一问题。几年
下来，收效如何，还面临哪些问题？

财权下放，兑现几何

强镇常被比作县域经济的“长子”，钱
包长期由“父亲”管着，挣的钱绝大多数掏
出来拉扯“小兄弟”。这是强镇扩权前状态
的写照。

8月19日，记者来到广饶县大王镇。郁
郁葱葱的“三网”绿化，高档的医院病房
楼，鳞次栉比的几十个住宅小区，镇区面貌
与3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背后是“扩
权强镇”后镇财力的增加：2013年大王镇级财
政收入9 . 47亿元，镇可支配财力3亿元。

而在以前，作为财政收入占全县近半的

“台柱子”，大王镇级财政收入上缴多、留
成少，一度连基本的刚性支出都不够。

2012年，广饶县对大王镇扩大财权，以
2011年上缴额度为基数，在大王镇境内实现
的县及县以下税收，超收部分由大王镇全额
留成。在大王镇辖区内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净
收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县级部分全额返
还镇财政。大王镇镇长赵军元告诉记者，
2013年，仅这两项“全额返还”，为大王镇
增加财力近1亿元。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个别县区
扩权并非全部兑现到位。有的县，在示范镇
扩权前对其土地出让金收益分三成，近年反
而增至五成。有一个区，土地出让金收益地
级市和区先按4：6分成，区和镇再按4：6分
成，到镇只剩下36%。“连拆迁成本都不
够，这两年我们就没有出让土地。”该镇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从数字上看，示范镇的收入分成水平仍
有待提高。如去年我省示范镇考核居首的淄
博临淄区金山镇，2013年地方财政收入7 . 78
亿元，留镇1亿多元；据桓台县提供的数
据，桓台县马桥镇去年地方财政收入4 . 32亿
元，留镇7869万元，只占18 . 2%。

“事权不下县”怎成天花板

乡镇最需要哪些权力？示范镇党委书记
们告诉记者：自主发展权、处罚权、服务百
姓的权限。

这些权力，在示范镇扩权中得到了一定
的“松绑”。8月21日，荣成市俚岛镇刚就

一个投资项目请市环保、发改、国土部门来
镇现场办公。党委书记宋伟锋告诉记者，原来
一跑两三个月的项目，现在两周就能办妥。

在大王镇，镇内的片区规划和建设工程
规划，镇规委会就能定。莱西市姜山镇等多
个示范镇成立了综合执法大队，县直部门派
驻人员配上乡镇协管员，乱搭乱建、非法取
水盗砂、污染环境等行为能管起来了。放权
还方便了百姓，在胶州市李哥庄镇，结婚证、
残疾证、失业证、低保证，不出镇都能办。

但一些权力在行使中遇到了“天花
板”。这几天，广饶县大王镇分管城建的副
镇长明旭升正在犯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权限下放已2年，有的项目已接近竣
工，但这个竣工验收章该咋盖？“我们通过
东营市住房城乡建委问了省里，说质监站只
能设到县一级。”明旭升说。

记者注意到，《环保法》《土地法》等
几乎所有的法律都将监督管理主体确定为
“县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这就让行政处
罚权的委托下放遇到缺乏依据的尴尬。

记者在示范镇看到，乡镇在行使审批权
时，最后仍要到县里盖章。行使处罚权时也
小心翼翼，多半由县直部门派驻人员与乡镇
协管员联合行动，出文书时由“正规人员”
盖章。正因为法律赋权“县级以上”，担心
“镇行使权力，县承担责任”，成为县不敢
放权的一个原因。

乡镇接权遇人才瓶颈

前不久，广饶县编办发文，将大王镇

“各类重大环保问题和事件以及对违法企
业的处罚与落实”权限收回县环保局负
责。据了解，一是环保由上级监管更有
力，二是因为缺乏专业人才和设备，乡镇
难以承接好。

记者在多个示范镇了解到，专业性强
的权限如规划审批、危化品审批、环评审
批、安全监管等事项，在承接时多半遇到
了人才瓶颈。

这几天，眼瞅着新要的两个大学生就
要到位了，茌平县博平镇党委副书记李刚
却高兴不起来：“乡镇条件艰苦，留不住
人。去年考走了5个大学生。”平度市南村
镇党委书记徐广举告诉记者，现在乡镇最
需要的是学规划、建设、金融，且有经验
的人才，但是热门人才不愿来乡镇。放权
后，示范镇普遍反映人手不够，“白加
黑”、“五加二”是常态。如大王镇政府
在编人员有100多人，在我省的乡镇中算多
的，仍然外聘了不少社会人士。

省编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县级
编制不增加的情况下，县级可以适当调配
编制资源支持示范镇。如李哥庄镇在列入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后，
胶州市在保证县级编制不增加的情况下，
为李哥庄增加了部分编制。

现有人手也有潜力可挖。李哥庄镇党
委书记王勇告诉记者，他们在探索混编使
用干部：“以前有的行政岗位，事业编制
的人去干，造成职责不清。现在，我们打
破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界限，只按工作划
分人员，能激发不小活力。”

□ 本 报 记 者 赵 琳
本报通讯员 孙传刚

暑假刚开始，东营市黄河小区的一户人
家里，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家庭会议。家庭成员
们依次讲出自己的缺点，“争相”自我批评。

妈妈路娜自我剖析：平时爱唠叨，说了
别人不听就爱自己生闷气，以后要加强与家

人的沟通。
爸爸李建保证：这个暑假结束前，争取

制订良好的作息计划，和孩子一起多读书锻
炼；推掉不必要的应酬，与孩子做朋友。

上小学六年级的李兹霖表示，自己不爱
说话，不爱写作业，一定在暑假结束前改正
缺点，积极向上。

进入九月，大家的“毛病”改得咋样
了？9月9日，75岁的陈新民给李建一家打去
电话询问。陈新民退休前是胜利油田的一名
高级工程师，多年来他坚持为全国各地的家
庭教育提供义务指导。李建家的第一次家庭
会议，就是在他的建议下召开的。

“李兹霖这两个月的表现特别好。”路

娜在电话中告诉陈新民。暑假结束前，他们
又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总结一个多月来家
庭成员的表现。李建和路娜夫妻俩以身作
则，下班回家带头读书、陪孩子。李兹霖深
受感染，天天早起做作业看书。

“不善于沟通交流——— 这一家人剖析出
来的缺点，在很多家庭都存在。”陈新民告诉
记者，通过家庭会议这种形式，让家庭成员坐
下来开口讨论，对于和谐家庭关系十分有效。

30年前，陈新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家庭
素质教育和潜能开发研究，儿子考取北京大
学后，他萌生了用自己的经验帮助别人的想
法。退休后，陈新民钻研出一套兼容东西方
教育方式的育人方法，并不计报酬地进行推

广。多年来，他受邀在全国作了500多场子
女教育和智能开发报告，帮助成千上万个家
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家庭相处和教育方式。

“这些信都是我帮助过的家庭寄过来
的。”陈新民一数，足有过万封信。他打开
一封“学生”汪佑霖发来的电子邮件，里面
写道，“14年快过去了，陈老师您始终在探
索和实践素质教育的科学道路。我很庆幸自
己走上了这条路，明白了如何发挥自己的潜
能，更发现了智者思维的强大魅力。”

“小汪天资并不突出，但他现在已是英
国剑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陈新民说，只
要找到合适的教育方式，每个孩子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成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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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教育家义务帮助万千家庭
退休工程师陈新民自创兼容东西方的教育法，不计报酬进行推广

□ 本报记者 吴宝书

筑牢安全篱笆新模式

214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每天进出菏
泽的危化品运输车辆有2500多辆，再加上
1400多公里的油气管线，这让菏泽市的安全
生产监管工作面临巨大压力。“菏泽是一个新
兴的化工城市，安全生产基础薄弱，我们推出
了‘外聘专家’模式，希望借外力筑牢企业的
安全篱笆。”菏泽市安监局局长张善甲说。

所谓“外聘专家”模式，就是企业购买
安全服务，由外聘专家根据服务协议对企业
进行安全检查。同时，政府也有自己的外聘
专家，负责定期督查企业的安全生产。有专
家认为，这也是安全生产服务迈向市场化的
一步尝试。

弥补企业技术短板

山东德源化工有限公司是菏泽市开发区

一家刚成立没几年的公司，200多名员工中有
一多半都是年轻人，安全生产经验不足。上个
月2名外聘专家对企业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
大排查，发现了不少安全隐患。

“企业的人才有局限性，聘请外面有实
践经验的专家，能够弥补自己的技术短
板。”德源化工总经理高陈根说。

李爱国是睿鹰润泽化工工业园的安全环
保总监，他说，在一家企业工作时间长了，
容易对自身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见怪不怪。
睿鹰润泽化工工业园今年和2名省级专家签
订了服务协议，规定专家每年至少来企业指
导两次，企业付给专家一定费用。“上次专
家发现一处控制阀过期需要更换，替我们排
除了一大安全隐患。”

据了解，菏泽市有一个安全生产“专家
库”，下设化工医药、道路交通等9个专业
小组，共有100名专家，实行积分制动态管
理。该市还根据企业规模和危险程度，把所
有危化企业划为两个等级，一类企业34家，
必须与省级以上专家签订服务协议，二类企

业则要与市级以上专家签订协议。安监部门
专门制作了协议文本，明确了10大项25个小
项的检查标准。“外聘专家”模式实施5个月
来，菏泽已有160家企业与相关专家签约。

在一家中介公司从事技术工作的李春景
是“专家库”里的一员，他现在几乎天天都
在县里跑，“县一级的化工企业规模小问题
多，招聘专业人才难，对外聘专家这一形式
非常欢迎。”

从被动应付到主动邀请

不但企业有外聘专家，政府也通过“政
府请专家、专家查隐患、执法促整改”的模式，
改变过去执法人员直接去企业检查的做法。

崔东山是菏泽玉皇化工的生产调度组组
长，他告诉记者，以前其他地区的某一企业
锅炉出现问题，政府就出台文件要求检查锅
炉；如果因电路出现事故，就下文要求检查
电路。现在不同了，政府请专家为企业会诊，
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安全方案，对企业

来讲，这是“政府免费送安全”，非常受欢迎。
政府的检查方式变了，使企业对安全检

查的态度由原来的“被动应付”变为了“主
动邀请”。周友是中石油菏泽分公司的部门
经理，作为市级专家之一曾多次随政府组织
的检查组到企业去。有一次他到一家生产氟
化物的企业，发现车间里氟化氢气瓶直接连
接电解槽供气，这样气体有可能回流，易导
致爆炸危险。他指出来后，企业老板惊出一
身冷汗，不但马上整改，而且主动邀请专家
给企业办一次安全培训会议。

菏泽160家企业购买安全生产服务
借智外聘专家念好“安全经”，安全生产服务迈向市场化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发出《关于
加强开发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通知提
出，“采取政府和企业购买安全生产服务的
方式，引入第三方专业安全管理力量，组织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安全培训等工作，帮助
基层和企业解决安全生产难题，进一步提高
安全监管科学化水平。”

法律赋权多到县级以上，乡镇普遍面临财权、事权、人才缺乏难题

强镇扩权：放得下还要接得住

（上接第一版）边领读《弟子规》，看到有几个孩子读得很
用心，孔为峰掏出自己买的彩笔，轻轻放在他们的课桌上，
孩子们读得更加起劲了。

物质奖励是鼓励学习的“软手段”，学者们还有育人向
善的“硬规矩”。

赵法生在课堂上布置“作业”，凡来听课的学生，每天
回到家要给长辈做一件好事，不论大小，哪怕是吃饭时端一
下碗筷、给老人洗一件衣服都行。下一次上课前他要听“汇
报”，还要私下“调查”。做不到的，要在课堂上批评。

倡议一出，学生们行动起来。北东野村庞德安12岁的小
孙女，每天睡觉前都先把便盆放到奶奶床底下。官庄村一群
以前放了学就不见人影的孩子，如今放学后先回家帮父母洗
菜做饭，家长们高兴的不得了。

学者们还深谙“典型带动”的办法。他们组织各村定期
评选“孝心媳妇”和“和谐家庭”，又将各村的村民划分为
若干学习小组，选出积极分子任组长，带领大家开展学习竞
赛。张颖欣在小城子村讲课，发现有位妇女抱着女儿来听
课，一次都不落，而且发言很积极，就让她当了小组长。现
在，晚上一有空她就招呼邻居们到她家读书、背书，连邻居
家2岁多的小孩子都能背《弟子规》了。

“乡村儒学的主体不应是我们，而应是乡亲们。不管是发
奖品、立规矩，还是树‘典型’，都是为了让乡亲们发挥主体性，
积极投入到学习实践儒学的行动中去。”赵法生说。

村民不光在“学”中成为主体，还在“教”上当学者们
的“家”。每次讲课前后，学者们都要征求当地村干部和村
民代表的意见。颜炳罡带着学生到村里讲课，总要提前收集
村民的听课需求。有一次，镇教学点负责人找到颜炳罡，说
村民们想听点医疗保健知识。这虽然与儒学无关，但颜炳罡
满口答应，专门从济南请来中医，讲了一堂养生课。从那以
后，来听课的群众更多了，听得也更认真了。

学者们总结出几条经验：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和
村民打成一片；对村民要掏心窝子，以情感人；多讲故事，
把高深的道理融入可信可感的故事中……只有村民开始自我
要求，儒学才能入心，才能影响言行。

□王世翔 袁宏 报道
9月12日，淄矿集团

巴彦高勒煤矿工作人员在
首采工作面遥控采煤机作
业。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黄
陶勒盖煤炭公司巴彦高勒
煤矿是山东能源集团省外
第一大矿，设计生产能力
1000万吨。该工作面采用
国内最先进的自动化综采
设备，力争实现工作面无
人值守开采。目前，该工
作面除采煤机需要2人操作
外，移架、移溜等其他工序
均实现了远程操作。

采煤工作面

仅需两人

2014年山东省产学研

展洽会在淄博开幕
□记 者 马景阳 程芃芃

通讯员 宋苏航 报 道
本报淄博9月13日讯 2014年山东省产

学研展洽会在淄博市开幕。本次展洽会由山
东省人民政府主办，山东省产学研联合协调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淄博市人民政府共同承
办。中国（淄博）新材料技术论坛、第三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同期举行。

本次展洽会以加快推进高端制造业发展
为主题，着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共吸引
350家企业、85所高校科研单位参展参会，
征集产学研合作需求740项，将展出和发布
最新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1745项，企业人才
需求563人。

据介绍，山东省从1991年起开始组织产
学研展洽活动以来，累计发布各类科技成果
14 . 52万项，征集企业技术难题1 . 14万项，共
达成的7561项合作协议，90%以上项目属于高
新技术，30%以上属于国际水平，85%得到了
顺利落实。超过10万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
生产力，实现直接经济效益2500多亿元。

□记者 杨国胜 石如宽 通讯员 王 朋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3日，山东大学分子材料实验室主任陈

国文从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手中接过聘书，正式成为羊口镇
科技镇长。与陈国文一样，还有13名高层次人才被聘为寿光
科技镇长。

镇街因为缺少智力支持难以建立起带动产业升级的创新
体，而高校科研力量寻求释放，两者未能较好地结合。寿光
市专门从省内外院校、科研院所，选聘理工类高层次人才担
任科技镇长，力争改变产学研“若即若离”的现象。

“这次选聘14位科技镇长，就是充分利用他们的专业特
长和资源优势，指导镇街发展特色产业，协助引进高层次人
才。”寿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教法说，“科技镇长具有
双重身份，既是高校的特派员，又是所在镇街企业发展的
‘导师’，经他们牵线搭桥，校企双方很容易走到一起，就
像双面胶，一下子就把校企双方紧紧粘住了。”

据了解，本次各个镇街都是针对本地区的特色产业和亟
需解决的问题推荐的科技镇长，比如新能源方面的专家贾冲
担任了圣城街道的科技镇长，洛城街道推荐了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方面的专家张洪信，侯镇的科技镇长则为精细化工、化
学制药方面的专家周杰兴。

据介绍，科技镇长专职负责科技和人才工作，不安排其
他工作分工，明确专职工作人员协助开展工作。

“本次我们科技镇长由工业自动化方面的专家常发亮担
任，就是希望借助他的的智力优势与技术优势，针对企业转
型升级、自主创新进程中的难点、热点问题，从科技角度积
极寻找解决办法，带动镇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田柳镇
党委书记崔欣说。

“我将尽快转变角色，了解当地需求，依托产业特色引
领企业创新，为助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做点实事。”济南大
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良波说。他被聘请为台头镇的科技镇
长，他计划重点针对台头防水产业发展实际，从原料改革入
手改变防水产业生产模式，减少污染，增强产品竞争力。

为让科技镇长来得了、留得住、尽其才，寿光出台了
《关于从高校和科研院所选聘科技镇长的实施意见》，在人
选条件、选聘程序、主要职责上作了详细规定。并明确指
出，安排专项经费，用于选聘人员的食宿费、生活补贴、学
习交流、参观考察、项目对接、表彰奖励等费用，真正做到
政策到位、待遇到位、工作到位、管理到位、服务到位，让
科技人才在新的岗位发挥更大作用。

寿光为校企合作牵线搭桥

14名高层次人才

成科技镇长

□记 者 吴荣欣 张宇鸿
通讯员 李玉胜 刘 敏 报道

本报乐陵讯 当年拆迁、当年建设、当年回迁、当年复
垦，乐陵市寨头堡乡丁家村仅用10个月时间完成原拆原建，
村民住进了宽敞明亮、水电暖齐全的新房。拆迁中，该村并
未统统拆除，而是留下“小尾巴”，保留部分住宅供鳏寡孤
独等困难村民免费居住。

丁家村有196户近500口人，原村庄住宅占地170多亩，废
弃的宅基地多，空心化现象严重。2013年1月，丁家村借助
每复垦1亩土地补助10万元的优惠政策，在全体村民大会通
过之后，启动了农村社区、产业园区“两区同建”工程。

丁家村党支部书记王兆杰告诉记者，多数村民盼着住新
房，但也有村民因为房子好、位置好不愿意拆，而入住新房
需要村民出一部分资金，有的村民拿不出钱来……

怎么做到拆迁无震荡、零上访？王兆杰依靠村民代表。
房前屋后的树赔不赔偿、没建房的新宅基赔不赔偿等每个问
题，都让村民选出自己信任的21名群众代表来研究决定。
“村干部不碰钱”，让群众代表来管钱、管现金。

“有的村拆迁，不管什么房子，统统拆掉。”寨头堡乡
党委书记赵凤说，“但丁家村想得周到，他们把8间质量较
好、与临近村相连的房子保留了下来，免费分给8户群众代
表认可的困难户。”

孙秀凤老人的儿子早年不幸去世，女儿嫁到了外地，独
自一人生活困难。拆迁后，村里把她的旧房按评估价补偿给
她，又免费给她提供了一套其他村民交出的原本用于结婚用
的新房。

王兆杰说，对于保留部分住宅供鳏寡孤独等困难村民免
费居住的决定，村民都表示支持。“社区建起来，整个村子
的凝聚力强了，村民的腰杆也直了。”王兆杰说。

社区占地40亩，利用腾出来的130多亩土地，丁家村规
划建设了农业产业园区，与聊城市莘县魏庄乡甘寨村合作，
发展大棚甜瓜种植，预计中秋节前甜瓜就能上市。

留下8间房屋供困难村民

免费居住，乐陵丁家村———

“留尾巴”拆迁凝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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