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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如今，在台头，曾让人觉得“具有刺鼻气味
的黑乎乎”的沥青产品，经过不断升级，在取得
核电、高铁“通行证”的同时，正在成为绿色、
环保的高科技产品。

沥青产品

迈向绿色环保

23 综合

李桥面塑俗称“面狗”，始于清末，盛于民
国，是侯镇李桥村的一项传统手艺。制作的面塑
都是一些可爱的物件，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李桥面塑：
老“面狗”捏出新花样

24 视点

3月31日，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内的
PM2 . 5值是93，4月1日为74，刚下完雨的4月2日为
38，空气质量为良。

“这是我们持续造林绿化带来的生态利
好。”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管委会主任韩效启
说，目前，双王城的绿化面积达到了4万亩，有效
地起到了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的生态效益。

大造林，
社会资本唱起主角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孙 波

（一）
“上了楼后，别提多恣儿

了。”4月13日午饭后，76岁
的寿光市洛城街道桥南李村村

民李徽生提着鸟笼、拿着小收音机，在自己的
新家——— 中南社区的小广场上遛弯儿。

“能喝上干净的自来水、穿上不粘泥的裤
子、过上现代的生活，是我5年前的愿望。”
李徽生说，“现在每天过得都很开心，养了两
只喜欢的鸟，听着从年轻时候就爱听的戏，过
着有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的日子。这不是享福
是什么？”

中南社区位于弥河风景区东岸，总占地面
积1100亩，总建筑面积110万平方米，2010年投
入建设，去年一期项目竣工。

“项目由桥南李村、西范村和邵家村组
成。”中南社区党委书记李秀欣说，去年7
月，项目一区和四区交房后，桥南李和西范村
民搬入新社区。同年9月，邵家村民开始搬入
二区和三区。同年11月，3个村共计515户村民
全部搬入新房，共计21栋、51个单元。

“项目启动后，洛城街道工作人员一一走
进村民家中，做村民上楼的工作。”中南社区
党委副书记孙光诚说，拆迁改造的过程，就是
让群众合理分享发展红利的过程。有了群众的
理解，工作一点不难做，比预期提前很多，
515户村民几个月时间就全部签订了拆迁协
议。

李徽生说，上了楼，他家住上了170平方
米的新房，还以每平方米1200元的成本价购买
了一套面积90平方米的保障房。“170平方米
的房子，我们全家住着都富余。成本价买的保
障房租出去，再加上孩子们打工的收入，生活
比原来种地好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从农村到社区，是一个巨大转变。为村
民服好务，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桥南李村党
支部书记李永星说。

（二）
走进古城街道怡馨苑社

区，一排排五层公寓楼依次而
立。绿草、游园和宽敞整洁的

路面映入眼帘。
“村里有规定，只要是三代同堂的村民，

均可申请老年公寓。现在我住进去一年多了，
离儿子家特别近，有什么事都好照应。”怡馨
苑小区居民杨文远告诉记者，“全小区就老年
公寓有电梯。老了老了，过上好日子啦！”

近年来，寿光坚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
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统筹发展的主抓手，
抓好小城镇、中心社区等多个层面，提升新型
城镇化质量。

截至去年底，寿光农民入住楼房户数达到
4 . 5万户，占农村居民总户数的17 . 0%，全市城
镇化率超过55%。其中，集中连片居住的楼房
户数3 . 4万户，商住两用的楼房户数0 . 4万户，
分散居住的楼房户数0 . 7万户。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寿光将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环境整治向镇村倾斜，让农村社区
共享新型城镇化成果。农民住进楼房，带来的
不仅仅是居住环境的改善，更是生活理念的提
升。

张龙辉是古城街道范家沟子村村民。尽管
刚搬进楼房两年多的时间，务农大半辈子的张
龙辉已经没有原来的“农民样儿”了。

“房子装修的主色调为白色，整个风格偏
欧式。”张龙辉说，装修的时候，儿子和他一
起挑选的瓷砖、壁纸，“这个罗马柱，我和儿
子都很喜欢，装在电视墙两边，特别霸气。”

“农民和城里人没区别了。”张龙辉感慨
道，自己沾了这个时代的光，不再像老一辈那
样，一辈子都“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了。

（三）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是

纪台镇前曹村村民曹卫平过的
第2个“暖冬”。

“以往过年，在家都得裹着棉大衣，现在
穿一身保暖内衣就行了。”曹卫平说，2013

年，前曹村的100多户人，有52户通过按揭贷
款搬进了楼房。前曹村属于旧村改造，建在集
体土地上的8栋新楼并无房管部门颁发的产权
证，此前鲜有可以按揭贷款的先例。

在农行寿光支行的帮助下，2013年，寿光
有10个乡镇、22个村，共计1069户农民通过按
揭贷款买了新楼，贷款累计发放1 . 0974亿元，
堵上了阻碍农民上楼的资金缺口。

“当年买了房，冬天就供了暖。”曹卫平
说，以前在老房子不舍得生炉子，冬天屋里屋
外温度差不多，“现在集体供暖，室温至少20
摄氏度，我这膝盖再也不怕受凉了。”

2012年底，作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农村土地置换）试点，前曹村在纪台镇第一
个开始旧村改造。按照增减计划，此前宅基地
占地146亩的前曹村，只需拿出43亩地、新建8
栋居民楼就可以实现旧村改造，从而腾出100
亩宅基地。通过复垦增加耕地指标，城镇可对
应增加100亩的建设用地。通过这一办法，前
曹村的100多户村民，则可获得寿光市2000万
元的财政补偿。

“多数家庭要两套房，建设8栋楼需要
4000万元，光靠财政补偿远远不够。”前曹村
村主任张荣春告诉记者，旧村改造2000万元的
资金缺口全部需要村民自己解决。

当时，全村将近有一半的村民交不起购房
款。购房款交不上，就无法整体拆迁。“有钱
的住新楼，没钱的还是住平房，新村就建不起
来，旧村也拆不了，更谈不上土地置换了。”
张荣春说。

随后，前曹村组织农户填写贷款申请，村
民自愿结成三户联保小组，农行寿光支行纪台
分理处与农户集中签订贷款协议。

“前曹村村民共有52户申请贷款，缴纳保
证金15 . 6万元，获得贷款520万元。”农行寿
光支行纪台分理处主任单提胜说，利率执行基
准利率上浮20%的优惠，年息只有7 . 2%。

据了解，通过按揭贷款，寿光上千户农民
得以搬入新居，22个村实现改造，还成功缓解
了城市建设用地紧缺的问题，为经济发展注入
了活力。

“最近我在研究菜谱，争取孙子‘五一’
放假回家的时候，我能给他做一桌好吃的。”
曹卫平说，活了大半辈子，最大的短板就是做
饭，“现在生活好了，人也闲下来了，再使使
劲把这块短板给补齐。”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郑小菲

去年9月，寿光网开心论坛里出现了一篇
题为“维权投诉，领世郡洗车机噪音问题”
的帖子。发帖人称：小区内两台洗车机就安
装在其楼下，洗车时高压喷枪产生的噪音，
严重影响其生活。

今年3月中旬，另一位领世郡小区住户再
次反映，自助洗车机噪音太大，要求停止该
设备运行。

3月26日中午，记者来到领世郡小区西
门，发现刚好有人在使用自助洗车机洗完
车。车主洪某称，用自助洗车机洗车，一次
花费只需5元，比在外面洗车便宜10元以上，
所以很受车主欢迎。

去年8月，领世郡小区的自助洗车机安装
在小区西门门卫室东侧。因安装过程并没有
提前通知小区住户，安装后导致部分住户不
满。在洗车机旁，记者看到“办卡请到物业客
服”的字样，随后便来到物业办公室问询。但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始终以不知情等理由，未
就为何引进自助洗车机一事作出回应。

从外观来看，该自助洗车机与加油机很
相近，右侧的水枪接着一条长约8米的水管，
采用刷卡消费模式。“直接去物业办的洗车

卡，一次性充值100元，可以洗车20次。”洪
某认为，自助洗车机在洗车过程中产生的噪
音并不是很大，所以并不希望该设备停运。

在记者要求下，洪某再次打开自助洗车
机。经粗测，高压水枪开启后，喷头附近的
噪音分贝为91。据了解，噪音在30至40分贝之
间是理想的安静环境，70分贝会影响谈话，
若长时间生活在90分贝以上的噪音中，听力
会受到严重影响，并增加神经衰弱、头疼、
高血压等疾病的几率。

在自助洗车机机身上，明确标注着：
“保障业主休息时间，中午12点至下午2点，
晚上9点至早上6点停止洗车”字样。尽管如
此，住在自动洗车机旁的住户仍喊“吵”。

“每次楼下有洗车的，我家就能听到
‘嗡嗡’的声音。现在天气转暖了，家里却
连窗户也不敢开。”领世郡业主王女士说，有些
车主不自觉，在中午休息时间也使用自助洗车
机，“这事光凭自觉不行，希望能将洗车机设置
在远离居民楼的空旷地上。”

在该小区物业办公室，工作人员称已经
接到业户投诉，正在着手处理噪音扰民一
事，并承诺3月底前处理完毕。4月1日，记者
再次来到领世郡小区时，发现自助洗车机上
贴了一条通知：因部分业主投诉洗车机扰
民，特决定洗车机今天起暂停使用，给业户

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落款日期为3月31日。
随后，记者在小区内随机走访几位业主

后，得到了如下回答。
“我之前隔一周来这洗一次，真没发现

有多大噪音，而且洗车就那么几分钟时间，
有什么忍不了的。”业户王某为洗车机停运
忿忿不平，“何况我刚充值了100元，这剩下
的钱怎么办？通知说暂停使用，那什么时候
恢复使用？”

“就算噪音不是事儿，浪费水也是大
事。”业主李某认为，高层住宅居民夏季用
水高峰期经常受困于水压问题，自助洗车机
如果再这样占自来水资源，而且低价纵容车
主多用水，岂不是说不过去？

对此，寿光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称，
居民小区内的供水系统是按保障居民生活用
水需求设计的，大多数洗车店是用浅层地下
水或回收水洗车，并不直接与居民争用水资
源。自助洗车机用水管道直接接入小区公共
生活用水管道，占用了居民生活用水资源。

据悉，往自助洗车机投币5元，洗车时会用
掉约60升水，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饮水量。

另有业主称，2台洗车机占了4个停车位的
面积，部分业主洗完车后，地上的泡沫、淤泥打
扫不干净，不仅影响小区形象，更会藏污纳垢。
天气热了难免有异味，应当永久停用。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孙 波

4月2日上午9点，寿光市洛城街道洛东卫生室
医务人员来到77岁的村民刘桂云家里，为她检查身
体、整理存放的药品、叮嘱用药事项。

“医生的服务贴心周到，我非常感动。”刘桂
云说，“不管什么时间打电话，医生不到10分钟就
到家。量血压、做体检，还有咨询用药事宜都可
以，小毛病在家就能看了。”

刘桂云的情况在寿光并非个例，越来越多家庭
医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为居民提供健康状况评估
及制定个性化健康规划等多项免费服务。

家庭医生服务是由社区（乡村）医生与城乡居
民通过签约形式建立的一种契约式服务关系，服务
内容包括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
健康状况评估和转诊服务等。

2012年12月底，寿光启动家庭医生式服务。自
该服务实施以来，基层医务人员一改传统的“坐
诊”，走入社区、居民家中，问医送药。目前，寿
光16处镇街区卫生院、10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
了家庭医生签约及服务工作，签约居民76 . 35万
人，签约率达72 . 6%。

“目前，我们的服务包括为家庭成员建立健康
档案等内容的免费服务项目、家庭医生与居民约定
内容的有偿服务项目及居民根据家庭的不同情况选
择门诊预约等个性化服务。”寿光市卫计局局长刘
乐朋介绍说，服务将优先为慢性病人群、老年人、
儿童、残疾人家庭等特殊和弱势群体提供。

刘乐朋表示，家庭医生在服务中以建立居民规
范化健康档案为基础，对服务对象家庭成员的健康
状况进行评估，及时发现存在的健康危险因素、危
害健康行为等健康问题。

“有针对性地提供健康教育服务，努力使居民
不得病、少得病、不得大病。”刘乐朋认为，“家
庭医生满足了就医者小病、常见病治疗在基层的工
作目标，有利于从源头上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

家庭医生制度的实施让市民就医得到了便利，
也让签约医生的服务质量得到了提升。

“签约以后，每天最少也有两三户居民给我打
电话，自身责任感更强了，居民求医问药也有了归
属感。”谈起家庭责任医生契约制服务带来的变
化，洛东卫生室医生付春明颇有感触。

“与以往相比，遇到健康问题，现在居民更多
选择打电话向自己的责任医生咨询或寻求帮助。”
付春明称，自己作为居民家庭健康的“守门人”，
必须要有与工作职责相应的业务能力，切实担负起
保障居民健康的责任。

寿光对于基层医疗机构家庭责任医生团队的构
成有着明确规定，要求家庭责任医生团队要由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经过全科岗位培训的执业医师
或中医师、公卫医生和护士等业务骨干组成，以家
庭责任医生为主体，其他人员为支持，承担服务工
作。

家庭医生式服务启动后，为保证基层医务人员
适应新变化，寿光有关部门多批次对全市医务人员
进行了培训。

“常见病、多发病不出村镇，既为大医院减轻
负担，又为老百姓节省大量钱财。”刘乐朋说，
“为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寿光将尽快达到家庭
医生入户全覆盖。”

寿光七成市民

有了家庭医生

截至去年底，寿光农民入住楼房户数达4 . 5万户，全市城镇化率超过55%

“农民和城里人没区别了”

尽管方便，但存在噪音过大、占用居民生活用水资源等问题

自助洗车机进小区寿光遇阻

自助洗车机目前已停运。

□高斌 王兵 报道
4月8日，寿光市第二届广场舞大赛正式启动。伴随着动感的音乐，一组组广场舞爱好者登台献艺，现场气氛热烈浓厚。本次次活动共

吸引316支队伍、500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
去年，寿光举办了首届广场舞大赛，参与群众达到20万人次。截至目前，该市广场舞队伍已发展到1600多支。

建设在大
棚种植区旁的农
民住宅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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