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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赵磊 李国营 报道
本报鱼台讯 “施工用电已架设完毕，实现‘三通一平’，可

保证正常的建设用电；厂区北边厂房基本建设完成；南边厂房已完
成钢结构框架，正进行密封……”3月24日，在鱼台县经济开发区
科顺电子项目建设现场，管委会副主任王寒正督促项目进度。

作为鱼台县经济开发区项目推进组副组长，王寒从今年2月份
就把办公室搬到了包保项目建设现场，以方便及时了解情况，为项
目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这是该县按照责任分工、分线作战整体部
署，推进重点工作，促进工作落实的一个缩影。

今年年初，鱼台县精心梳理重点工作，继续推进“14条线”工
作机制。这14条工作线由招商引资、大项目建设、城市规划、城中
村改造、压煤搬迁、文明城市创建、农业产业化、美丽乡村建设、
湿地建设、省市级示范镇建设“十大指挥部”和计划生育，平安建
设、信访稳定、安全生产，民生工作、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
作“四个推进组”组成。“14条工作线就像14张试卷，题目已经明
确，年终成绩如何，关键看能否按规定时间节点推进、能否年底圆
满“交账”、基层和群众是否满意、工作成效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
验。”鱼台县委书记李志红说。

鱼台县招商引资和大项目推进两条工作线启动后，县领导对51
个重大项目实行了包保，并利用一周的时间到各个指挥部现场调研。

“我县对重点项目实行挂图作战，做到每一项工作都有县级领导挂
钩，有具体工作人员负责；每条工作线每月向县委汇报一次工作进展
情况，县委常委会每季度听取一次各工作线的汇报并进行点评；实行

‘一线工作法’，采取程序、进度、时间‘三个倒逼’推进机制，确保每项
工作、每个项目都按时启动、顺利推进、早日取得效果。”李志红说。

全县“14条工作线”全部启动后，各项重点工作齐头并进，发
展势头强劲。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赵帅 李丽峰 报道
本报禹城讯 “以前采用传统的浇

灌方式，1亩地要3个多小时，既费时又
费水。现在只需1人通过电脑控制开关，
7亩地一上午就浇完了，还可通过输水管
道兑入化肥、农药。”辛寨镇梁庄村村
民梁玉金所说的前后变化，缘于去年禹
城市实施的精准灌溉项目。一年来，该
市共节水120万立方米，节约灌溉开支37
万元。

禹城市年均农业用水量2 . 6亿立方
米，占该市年均总用水量的72%。去年
初，该市水务部门与中科院禹城综合试验
站联合研制出灌区墒情监测及用水计量系
统，并在辛寨、房寺2个乡镇35个村试点
建设了精准灌溉项目，节水灌溉试点面积
达2 . 9万余亩，亩均用水量从以前的340立
方米降为294立方米，全年平均灌溉周期
从12天缩为7天，试点区年农业产值也增
加7 . 4%。

3月25日，在禹城市水务局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工作人员苑先东用
计算机客户端演示了灌区墒情监测及用水
计量系统的使用，通过系统可直观掌握土
壤墒情和环境信息、渠道过流量、田间配
水过程等。

“若要进行农户灌溉用水量查询，只
需输入用户姓名、田块所在渠系，便会自
动弹出灌溉面积、时间及用水量等情
况。”苑先东介绍。

“以往田里大水漫灌，渠道水的利用
率只有50％左右。如今，灌溉管理决策支

持系统会根据农作物生长阶段需水量，通
过互联网把运算结果传输到灌溉设备，实
施精细、标准灌溉。”辛寨镇用水协会温
庄分会会长温付兴说。

据中科院禹城综合试验站站长欧阳竹
介绍，精准灌溉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即通

过土壤墒情探测仪、空气湿度计等测量土
地墒情和空气湿度，利用互联网技术把数
据传输到水务局控制中心，数据库结合灌
溉模型给出合理的灌溉决策，对用户进行
科学用水指导，还可以通过信息管理平台
实现信息发布、水量及水费管理、灌溉过

程的动态管理。
为此，该市建设管理中心1处，布设

了4个墒情监测点、2处地下水位自动监测
点、1个气象监测站，以及416个数据自动
监测站；提水泵站和井灌区分别使用“远
程水表”和“远程机井刷卡”技术。

“灌区管理体制的改革正全面展开，
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改以亩计征水费为
按量计征水费，而灌溉量水则是合理使用
灌溉水的重要手段。”禹城市水务局局长
张广臣认为，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是实现灌
溉量水的基本保障。

去年，禹城市共投资1123万元，完
善农田工程配套设施，投资、规模、效
益均创历史新高，而独创的政府、监
理、社会“三位一体”的质量保证体系
与“中心+协会+用水户”的工程运行管
护模式，也为乡村水利建设把好质量
关。该市财政还拿出400万元专门用于乡
村水利建设奖补，调动乡镇投资水利建
设的积极性。

禹城市是全国农业综合水价改革试
点县市。如何实现水价虽提但负担不增、
用水减少但效益增加，同时调动农民群众
参与和支持改革的积极性，该市用改革的
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发动广大农户参与到
灌溉管理的制度保障研究中。通过改革明
晰农业水权，实现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
理；完善供水终端计量设施，使终端计量
供水达到100%，形成合理的农业终端水价
机制；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对
促进农业节水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或用水
户给予奖励。

小麦返青灌溉的关键时节，禹城市近3万亩试点农田里见不到忙碌的村民———

大数据为春灌“精准制导”

□本报记者 王福录
本报通讯员 李 超

胡健今年25岁，是一个有着8年经验
的淘宝店主，他的淘宝店主营草柳编制
品，一年的销售额过百万元，而客服目前
就只有他自己。

在博兴县湖滨镇湾头村，像胡健这样
的淘宝户，有七八百户，占整个村子的一
半左右，大都从事草柳编制品相关的生
计。数据显示，2014年，湾头村的草柳编
制品销售额已达到2亿元。

淘宝村里静悄悄

来到湾头村，除了村里一纵一横的两
条主干道略有喧嚣，上午10点多的湾头村
很是安静。在村中的小巷里穿梭，大部分
人家大门紧闭，巷子里许久见不到人影。
偶有院门大开的，一眼望去，院里面是高
高摞起的草柳编成品和编织用的材料。

“村里看着挺安静，其实都在家卖东
西，没有闲着的。”村民安志胜笑着说，
等到下午4点钟以后，村里就是另一番模
样了。“下午4点开始，一直到天黑，卖
的货都往快递公司送，特别热闹。”

安志胜最初做草柳编外贸生意，2005
年开始转内销。从那时起，村里陆续有人
做起“淘宝”。等到2010年左右，在淘宝
上开网店已很普遍。如今，他家的藤编产
品除了外贸出口，主要供淘宝店销售。聊
天时，不时有年轻人来家里提货。

据村里的老人介绍，在过去，湾头村
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正是那些生长在
水中的芦苇造就了当地人做草柳编的传
统。近一二十年来，草柳编这一传统副业
慢慢地被村民们做成了产业。近几十年的
填水造地导致芦苇锐减，已远远满足不了
需求。藤编的材料要去广西或者东南亚
买，而草编用的蒲草则主要来自东营和河
北省的白洋淀。

“一般干淘宝的都睡到早十一二点，
起来以后开电脑，处理图片，下午打包、
发货。等晚上睡觉就十二点以后了。如此
一年下来，大概能够赚到一二十万元。”

胡健一年也可以赚到十万元左右。但
代价却是“连上厕所都没时间”，他坦言
自己压力挺大。

大家都是“剁手党”

在淘宝上卖东西的同时，湾头村的村
民们也在淘宝上购物。

安志胜的儿媳妇李敏也表示，自己已
经习惯在淘宝上买东西了，价格一般比较
划算，而且也省事。一年下来花了好几万
元。

李敏说，她家的网购消费能够占到全
部消费的百分之八十。“买衣服、鞋子还
有吃的，比如南方水果、进口食品。”她
举例说。

胡健家同样经常网购。“现在不论你
在哪，大家都能买到一样的东西。”胡健
说，他的女儿刚刚6个月，用的纸尿裤就
是在网上受到热捧的日本某品牌。

事实上，在湾头村，网购已经非常普
遍。有些老年人不会上网，就让周围的邻
居帮忙代买。

“我们家干活的多，一买就是七八
份。”李敏说，“这边没有栗子，我从网
上买的他们吃着好吃，就要求帮忙买。”

因为网店发达而聚集在村里的一二
十家快递，也让网购取货异常方便。在
村里，一家全国知名快递公司的员工小
姜告诉记者，他们家每天发往全国各地
的货物有一千多单，而收到的货物也能
有四五百单。

精神面貌得到提升

李敏说，湾头村虽然是农村，但是
消费水平不低，基本上开淘宝店的家家
都有汽车，每到逢年过节，就会组织自
驾游。

胡健还在县城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
房子，过着白天在村里经营网店，晚上回
县城住的“双城生活”。据他透露，像他
这样在县城买房的，周围还有二三十户，
整个村子则要更多。

李敏的说法得到了湾头村村委委员
安宝忠的印证。安宝忠说，从事电商让
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物质生活都有很大
的提高。

“再就是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以
前的时候，邻居之间闹矛盾的很多。最近
几年时间，像两家人之间因为鸡毛蒜皮的
小事吵架的几乎没有，有纠纷的话一般也
是经济纠纷。”安宝忠说。

生活方式的改变还体现在广场舞上。
吃完晚饭，老年人就会聚到广场上跳舞；
而年轻人则已经“根本就不会种地”，他
们或者把地留给年龄大的人管理，或者干
脆转租给别人。

安宝忠还特别提到，过去很多年轻人
不上学了就在家里，整天无所事事，成为
“不稳定因素”，但近几年，因为都有活
干了，社会治安也改善了很多。

一个淘宝村的变迁
——— 博兴县湾头村见闻

鱼台以分线作战、包保重大项目机制

推进重点工作

14条线“串”起
发展“互联网”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朱宗峰 高艳 报道
本报枣庄讯 “低保实行动态管理，俺们大伙真是心服口

服。”“你瞧，这还有监督电话，让低保在群众监督下运行，政府
真把这项惠民实事办好了。”3月27日，记者在枣庄市山亭区一些
村委会门口的公开栏前看到，上面清楚地写着纳入低保范围人员的
姓名、年龄、家庭状况等。

为避免低保工作出现“人情低保”、“关系低保”，该区设立
监督举报电话，实行动态管理，坚持“阳光操作”，真正从源头消
除百姓关于低保对象“少数人说了算”和“暗箱操作”的疑惑。

区里严格审批程序，按照本人申请、入户调查、民主评议、村
(居)“一榜”公示，镇(街)审核“二榜”公示，区民政审批“三
榜”公示的程序，实行“一看二问三算四验五建”的办法，严把
“三关”，确保信息准确性。在全区273个村居委会的社会救助公
示栏上公示举报投诉电话，对举报的城乡低保违规行为及时受理。
今年以来，先后共受理举报案件22件。

为加强动态管理，该区建立了城乡低保对象定期报告和收入报
告审核制度，抽调专人定期对低保对象核查，了解低保对象生活状
况，对不符合标准的及时调整，做到低保对象有进有出，补助标准
有升有降，实现分档补助、分类施保。今年以来，开展低保对象核
查2次，调整低保对象32人。

□记者 任松高 通讯员 刘昌勇 报道
本报威海讯 3月28日上午，威海南海新区管委与北京印刷学

院共建北京印刷学院威海研究院签约仪式在南海新区举行。
威海南海新区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重点建设的海洋经济新区

之一，也是威海市重点开发建设的区域，目前基础设施投入150多
亿元，致力打造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的滨海新城，已有10多家
世界或中国500强企业落户，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已进驻，国家千
人计划、泰山学者等高层次人才聚集。北京印刷学院作为亚洲唯一
的全日制印刷出版类高校，在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教育资
源独特。北京印刷学院将以威海研究院为平台，加强与地方产学研
互动交流，充分发挥高校人才的智力优势，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跨
越发展提供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的智力支撑。

山亭“阳光低保”赢民心

威海南海新区

牵手北京印刷学院

□赵帅 报道
图为禹城市新寨镇温庄灌区春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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