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王立才 崔立来 卫华

在乡村文明行动的道路上，淄博市临
淄区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建之路：
将乡村文明行动“村容村貌、村风民俗、
乡村道德、生活方式、平安村庄、文化惠
民”六大建设具体化、项目化，不做盆
景，营造风景，连片创建，压茬推进，干
一件成一件，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发展成
果的“润泽”。2014年，150多批次、1万
多人慕名到临淄参观考察，学习经验。

“五化十覆盖”普惠新农村

隆冬时节，记者来到敬仲镇西周村，
入眼是干净的水泥路面，两排太阳能发电
路灯，街边是画着中国梦、齐文化等内容
的文化墙……

“现在的绿化带就是过去堆垃圾的地
方。”西周村村民崔向菊回忆说，刚开始
搞绿化时，大家都不看好，觉得种上花草
树苗不出几天，要么被人拔了，要么没人
管理死了。“但出乎意料的是，不但没人
搞破坏，家家将门口绿化带当成自家花草
侍弄。”

变化的不仅仅是西周村。全区未列入
合村并居计划的370个村居，整建制完成
以“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净化”为内
容的新农村“五化”工程，全区计划村居
95%以上的大街小巷全部完成硬化；所有
村居生活垃圾全部实现了日产日清；村居
及镇域道路安装LED太阳能路灯10000余
盏。

与此同时，临淄区还相继完成了“耕
种管收全包”的“政府代种”服务、农村
困难家庭救助、村级事务“五代理”、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农村视频监控、电钢琴
和乒乓球在农村学校、农村文化设施、
“网格联系、代办服务”、道德工程建设
十个方面的全覆盖，全区农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真正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才
能设身处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临
淄区区长宋振波说，“每一项民生工程，
都事先搞好调研、做好论证，合民心、顺
民意，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全部是整建

制、全覆盖实施，群众满意，工程顺利。”

“五美”提升村民幸福指数

1月9日，敬仲镇辛路村刚刚完工投用
的健身广场上，75岁的崔传信正和几个老
伙计健身。半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巨大的
垃圾湾，大半个村的垃圾都倒在这里。如
今，这里修了广场，配备了各种健身器
材，摇身一变成了大家最愿意来的地方。

村容村貌的巨变带来的是农村风气的
巨变。“打牌赌钱的少了，文体活动多
了；游手好闲的少了，创业打工的多了；
歪风邪气少了，文明新风多了。”崔传信
感慨。

“十个全覆盖”并没有让惠民的脚步
放慢。去年开始，临淄区乡村文明行动再
升级，全力打造“风尚美、环境美、人文
美、秩序美、创业美”的“五美”新农
村，让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再提升。

去年10月中旬到11月底，仅仅40多天
的时间，临淄区443个村居，除一个村因
整体搬迁推迟换届外，全部完成换届工
作，换届成功率和一次性成功率均实现
100%。

“这正是‘秩序美’新农村的具体体
现。”刚刚当选为新一届村委会主任的刘
景华认为，“区里推行村级资金、账务、
资产、档案、公章‘五代理’制度，村干
部和老百姓之间的互相猜疑没有了。”近

半个多月，刘景华和村民们已投入920多
人次的劳力，整修村内20多处旧院场地，
回填路两侧素土7300多平方，修补路沿石
勾缝2400多米，喷刷外墙涂料6000多平
方。

前几年实施“耕种管收全包”的“政
府代种”服务，让农民彻底从土地上解脱
出来。在凤凰镇林家村，50多位家庭妇
女，从曾经的“全职太太”摇身一变成了村
头服装厂的职工。“以前想出去打工，地里
的活太多，没法脱身。现在政府帮种地，我
们在村头工厂每月有2000多元工资，还耽
误不了照顾家里。”村民史海英说。

蒲公英效应引领文明乡风

在齐陵街道北苑村，村民郭金涛把刚
刚获得的“好邻居”、“好村民”两个荣
誉相框，端端正正摆在了客厅桌子上。
“没想到我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这份荣
誉真是沉甸甸啊，以后必须做得更好才
行，村里老少爷们都看着呢。”

“好人”是一座标杆，当标杆出现在身
边，从柴米油盐中走来，以平凡善举成为

“模范”的兄弟姐妹，或者乡里乡亲时，这
种感召力量尤为巨大。去年，临淄区以道
德工程建设为抓手，在所有村居社区开展
了“身边好人评选”，将典型选树的金字塔

“塔尖”向“塔基”转变，建设了538个善行义
举四德榜、32处主题公园、370个道德讲堂，
评选出“好儿女、好媳妇、好婆婆、好邻居、
好村民”等身边好人14667人。组建道德模
范先进事迹志愿宣讲团先后宣讲1080余场
次，受众10万余人，形成了美丽向善文明种
子随风飘扬，处处生根的“蒲公英效应”。

民俗改革也是乡村文明行动触角的延
伸。过去一场丧事花费动辄上万元，如今倡
导农村红白事风俗改革，一场白公事花个
千儿八百元，半天就结束了。以齐都镇为
例，47个村全部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共有成
员236人，三年来，理事会服务喜事1021件，
丧事938件，平均每例丧事花费1000多元，遗
体火化率达到100%，未发生一起大操大办。

“农村的巨大变化既最大限度激发
了民智、民力，让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
欲望和主动性更加强烈，又搭建了党员
干部干事创业的舞台。”临淄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区文明办主任苏宏伟说，
“改变的是环境，带动的是乡村文明的
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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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乡村文明的“项目化创建”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王恩标 田兵 报道
本报东明讯 东明县2014年度用于民生投入高达18亿元，占

财政总支出的79%，民生工程成为党群、干群关系的黏合剂。
教育是东明县民生投入的重点。总投资3亿元、可容纳120个

教学班6000余名学生的县一中新校区建设全面启动；投资1 . 5亿元
的玉成中学新校区投入使用；投资4100万元，完成了13个标准化
学校建设项目、3个大型村居社区中心幼儿园建设。

群众就医看病条件得到改善。县医院新院的门诊楼、医技楼
主体完工；8家乡镇卫生院得到升级改造，一批新设备投入使用。
全面整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体制，建立
了全县统一、城乡一体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确保了各项社
会保险待遇及时足额发放。

该县还通过财政购买服务的方式，送戏下乡演出210余场，送
电影下乡4860场，充实农家书屋20个，提升农村文化大院34个，建
设文化小广场52个。同时，该县对7处乡镇中心敬老院进行新建、
扩建；投资2亿元、占地60亩、设计2000张床位的阳光老年福利服
务中心，4栋主体楼已封顶；投资1 . 2亿元的万康老年服务中心即将
动工。

针对困难群众的安居工程稳步推进。投资1 . 9亿元，实施棚户
区改造项目5个，建设住房1000套，建筑面积8 . 6万平方米；投资
1044万元，新建公共租赁住房180套；分配交付经济适用房360套、
廉租房72套，向802户家庭发放补贴资金100多万元。

□记者 董 卿 通讯员 尹红华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照市岚山区在全省率先构建了“村村通、镇镇

连、全区实现大循环”的民生交通格局。目前，全区县道及农村公
路里程已达1345公里，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达187公
里，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岚山区拥有钢铁配套、石油化工、木材、海洋食品药品及临港
物流五大临港特色产业园区。为确保货畅其流，该区先后建设了疏
港大道、南沿海公路、童海路、安岚大道等重要疏港道路，启用了
长8 . 6公里、年输送矿石2000万吨的港口矿石皮带输运系统。在服
务产业发展的同时，投资10亿多元，先后完成了342省道大修改
造、204国道大修改造、南沿海路大修改造、厦门路一期、圣岚路
西延工程等多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222省道拓宽改
造、613省道西延、青赵线拓宽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了出入岚山
的道路网。

该区坚持“大交通、大公交”和公交优先原则，打破行政区划
和城乡“二元分割”局面，合理整合城乡客运线路和站点，在全市
率先实现了城乡客运一体化，并实施了6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公
交车。近两年，全区已发展运输物流企业192家，货运汽车4500余
辆，物流从业人员达2 . 2万余人。

实事求是地讲，过去经济建设多一些，民
生建设相对薄弱，尽管做了，也是蜻蜓点水，
“点”上工作多一些，在“面”上、普惠上做
得还很不到位，欠账较多。与城市比起来，农
村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还有差距。随着条件的
不断成熟，具备了由“点”到“面”推开的基
础。现在，临淄区的民生工作就是不做“盆
景”，营造“风景”，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发
展成果的“润泽”。

事实证明，临淄区在乡村文明建
设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只要我们牢
固树立群众观点，真正了解群众想什
么、盼什么，时刻把服务群众、造福
百姓作为最大责任，既立足当前，设
身处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又着
眼长远，轻“显绩”、重“潜绩”，
抓基层、打基础，就一定能够凝聚民
心，赢得群众信赖和拥护。

■书记点评

民生普惠不做盆景造风景
淄博市委常委、临淄区委书记 毕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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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山区实现
大循环民生交通网
县道及农村公路里程达1345公里

东明近八成财政支出

投向民生
◆2014年度民生投入高达18亿元

◆民生工程成为党群干群关系黏合剂

□马景阳 报道
2014年，临淄区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志愿宣讲团深入基层宣讲达1080余场次。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