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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业创新插上翅膀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夏天接雨水，冬天存冰雪，一桶飘浮着枯叶
的水要洗菜，澄清后再洗脸，最后再喂牲口。”潍
坊市一些偏远山村流行的这一说法足以说明该
市水资源不足的状况。

2005年国家启动了农村饮水安全项目，重点
解决水质不达标和局部供水严重不足问题。潍坊
市积极行动，按照“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
启动了“村村通”自来水工程。目前，潍坊市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已建设千吨万人以上的规模化集
中供水工程50处，覆盖人口644万人。对无法实现
规模化集中供水的698个山区村庄，建成联村集
中供水工程32处，受益村庄96个，单村供水工程
602处，全部安装了水处理或消毒设备。

严格实施 “一票否决”

“小时候用压井，后来用小电泵抽水，都很不
方便，现在终于用上自来水了，水质也好。”6月11
日，在安丘市凌河镇大路村，村民孙希鹏告诉记

者。
大路村位于安丘市西部，吃水先后经历了井

压、单户小电泵抽水、单村集中供水工程和规模
化集中供水工程4个阶段，目前已经彻底解决了
饮水不安全的问题。经过村民议事会讨论，基础
水价定位每户5元，超出部分按照2 . 48元每立方
米并按月收取。

“有了安全自来水以后，我们用上了太阳能、
洗衣机、抽水马桶，污水也统一排放处理，村里环
境有了很大改善，现在感觉生活跟城里一样了。”
孙希鹏说。

农村用上优质自来水，过上城里人生活，与
潍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把农村饮水安全工
作列入对县市区、开发区科学发展考核内容，单

独列项，实行“一票否决”制分不开。
为全面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潍坊市政府

编制相关规划意见，成立了领导小组，将农村饮
水安全工作纳入科学发展考核体系，实行“一票
否决”，并列为重点督查事项，实行“周调度、月通
报、年底考评奖惩”机制。

2012年、2013年两年，潍坊市连续两年完成
农村饮水投入22 . 32亿元。其中，各级政府发挥主
导作用，投入财政资金12 . 01亿元。通过制定优惠
政策，采取PPP等投融资方式，吸引社会资金投
入3 . 28亿元，建设规模化水厂10座。通过“一事一
议”等方式，发动群众筹资筹劳折款5 . 04亿元，用
于村内管网建设。

因地制宜 科学规划

在位于昌乐县的山东浩博水利建设有限公
司高崖供水分公司，有净水厂1处、清水池2座、自
动化净水生产设备4组、信息化自动控制系统1
套、具备42项化验能力的中心化实验室1处，覆盖
昌乐县境内潍临路以南的红河、乔官等4个镇和
高崖库区共436个村26万人。以高崖水库为水源，
铺设村以上供水管网456公里。

在浩博水利建设有限公司高崖供水分公司
的水质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水质化验。

“我们检测中心具备42项指标的检测能力，有化
验人员4名，全都有化学检验中级以上资格，定期
对水质取样监测分析，指导车间生产，确保出厂
水合格率100%。”工作人员说。

高崖供水分公司是昌乐县根据自身位置和
特点建设的以潍临路为分界“一县两网”集中供
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昌乐县在新建高崖水厂
的同时，扩大昌乐县龙源供水有限公司乔官水厂
的供水范围，覆盖潍临路以南地区。以实康水业
水厂为主要水源，扩大昌乐县荆山水厂供水范

围，覆盖潍临路以北地区，全县集中供水覆盖率
达到了96 . 11%。对地处山丘区，确实不能建设规
模化集中供水的42个淡村供水工程进行了改造
提升，配备完善的消毒设施，水质全部达标。

昌乐县的供水做法，是根据自身实际，因地
制宜采取的措施。潍坊市地形多样，各地水文条
件不尽相同。如何让水利工程最大限度惠及群
众，尤其是偏远山区，需要科学规划系统工程。为
做到因地制宜，潍坊市领导带领专家对全市农村
水源进行考察，经过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以发
展规模化集中供水工程为主要形式，以提高供水
水质合格率为最终目的”的工作思路，按照“水源
保障可行、工程规模适度、水网互通互济、管理科
学规范”的原则编制了规划，通过采取“新建、扩
建、改造、延伸”等措施，大力发展规模化集中供
水工程。

在南部山丘区，依托水库水源建设水厂，推
行“一个流域一网、网间互通”模式；在中部平原
区，依托库库串联、水系连通工程，建设大规模水
厂，推行“一县一网”或“一县两网”模式；在北部
沿海区，依托国家南水北调和省胶东调水工程，
配套建设供水工程，调引长江水和黄河水解决水
源不足问题；在城市近郊区，利用城市自来水供
水管网向周边延伸辐射。对已建成但规模较小的
供水工程，进行扩建改造、整合联网。对地处偏
远、不能实现集中供水的山区村庄,因地制宜采
取单村、联村供水等工程措施保障饮水安全。

建管并重 长效监督

“三分在建，七分在管”。因管理不善，供水工
程不能正常供水的例子在全国并不鲜见。工程质
量直接影响效益发挥。在工程验收环节，潍坊市
严格按照验收办法逐段进行，抽调专家组成专业
队伍，利用半年时间对全市所有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和9325个村逐一验收，以验收倒逼工程进度和
质量。

2013年底，潍坊市全面完成了农村饮水安全
工作目标，受益人口680万人。

从抓好饮水安全工程的“阳光”招标开始，潍
坊市建立了由各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人
大和群众共同参与的监督检查机制。实行技术人
员包段、县领导包镇、镇领导包村的办法。工程建
设中严格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建
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及时公布工程进展及资
金使用情况，方便村民参与监督。

为确保工程后期健康运行，潍坊市出台相关
办法，从水费收入中计提10%作为工程维修专项
资金，县级财政按照1:1进行配套，在县财政部门
设立专户，专款专用，促进工程走上自我维持、自
我发展的良性轨道。

为长期保证水质，潍坊市建立起饮水安全信
息化管理系统，随时调取全市水质情况，实现了
监管信息化、自动化。各县市区建立了水质检测
中心，检测能力达到国家规定的42项常规指标要
求。规模水厂设置了水质检测室，建立起日检、抽
检制度，设立镇街水利站，帮助提升改造村内管
网，搞好水质检测服务。设立供水服务热线，建立
专业服务队伍，及时处理供水问题。村村都配水
管员，负责村内供水设施的维修养护和水费收缴
等。

为巩固发展成果，去年，潍坊市实施农村饮
水安全提升工程，投资2 . 29亿元，提高水源保障
能力2 . 89万立方米/天，改造老旧主管网374公里，
对296个村的村内管网进行了改造。同时，加强对
全市供水管理人员、水厂经理及水质检测人员的
培训，严格实施水质检测报送制度，开展了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规范化管理单位创建活动和工程
建设管理“回头看”专项检查，以确保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安全、规范、长效运行。

一票否决 因地制宜 建管并重

潍坊：让农村用上优质自来水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6月19日上午，潍坊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
开新闻发布会。潍坊市水利局副局长赵清松在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说，6月1日开始，潍坊市已经进入
汛期，但目前旱情严重，针对这一现状，防汛抗旱
必须两手抓。

6月24日，潍坊普降中雨，记者从潍坊市水文
局了解到，6月24日6时至25日10时，潍坊市全市
平均降雨量13 . 1毫米，折合水量2 . 08亿立方米。
截至目前，今年以来，潍坊市平均降水量146 . 0
毫米，较去年同期119 . 5毫米偏多22 . 2%，较历年
同期173 . 3毫米偏少15 . 8%。

潍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马长亭
介绍，此次降雨量级较小，仅对农业干旱有一定
缓解作用，但形成不了有效径流，水库蓄水少的
现状没有改观，城市供水水源依然紧张。

“进入6月，本是汛期，但潍坊市降水少，气温
高，大风天气多，蒸发量大，旱情严重。”马长亭说，
去年干旱严重时，潍坊市农田受旱面积达441万亩，
9 . 9万农村人口出现饮水困难。今年开春又新增110
多万亩的农田受旱，4－5月上旬降水较为充沛，雨
后农业旱情解除。但5月中旬以来降雨偏少，全市又
出现180万亩农田受旱。

6月19日下午，青州市邵庄镇陈黍村，收割完
小麦的地里，大部分都未种上玉米。“6月初就开始
收割小麦了，但是麦收后一直没下雨，不敢种玉
米，今年雨水太少，井里也没有水，没法灌溉。”村
民陈文博说。

据陈文博介绍，玉米的生长期一般为110天，
收割后开始翻地播种小麦。“如果再不下雨，就不
好种了，即使勉强种上，也难浇水，还会耽误了小
麦种植。”陈文博说。

记者从潍坊市水文局了解到，潍坊市受旱农
田主要分布在寿光中部、寒亭大部、临朐大部、青
州南部、安丘南部、诸城大部，这些地区的土壤相
对湿度均已低于60%。

昌乐县鄌郚镇，春玉米仅有半米高，半垂着，
泥土裂开一道道口子。鄌郚镇赵庄村村民张波告
诉记者：“今年太旱，这些春玉米长得比往年慢，我
们村多亏在水库边，多少能浇点水，不然长得还
差，如果不管就干死了。”

据赵清松介绍，2013年8月到2015年5月，潍坊
市平均降水量660毫米，22个月的降水量仅相当于
常年一年的降水量。“由于降水少，带来的突出问
题就是水库蓄水少，小型水库和塘坝大部分干涸，
地下水位下降严重。”赵清松说。

目前，潍坊市大中型水库中已有牟山、吴家
楼、马宋3座水库干涸，白浪河水库也到了死库容
以下。全市26座大中型水库蓄水仅3 . 15亿立方米，
较去年同期少蓄2 . 92亿立方米，较2013年同期少蓄
6 . 9亿立方米。

据介绍，水库蓄水少，春季降雨强度低，没有
形成有效径流，水库蓄水增加有限，潍坊城区、昌
乐、高密、寿光等城市供水水源紧张。特别是承担
潍坊城区及高密、滨海、昌邑等市区供水任务的峡
山、白浪河水库蓄水较少，截至目前，峡山水库仅
蓄水1 . 26亿立方米，白浪河水库蓄水仅619万立方

米，供需矛盾仍较突出。
“目前，全市累计投入抗旱资金5 . 31亿元，抗

旱期间，日均投入抗旱劳动力30 . 11万人、机电井
7 . 53万眼、泵站152处、机动抗旱设备9 . 90万台套、
机动运水车2 . 81万辆。”赵清松说。

在抗旱方面，潍坊市将加快推进抗旱水源工
程建设，加快引黄入峡、引黄入白工程建设进度，
争取早日完工通水。争取引江、引黄指标，弥补当
地水资源不足，将长江水、黄河水作为常规水源与
当地水同配置、同时用。建设一批农田灌溉的小水
源工程，包括机井、水塘、水窖等，增加农田灌溉用
水量。

“十年九旱、旱涝急转、局地强降雨时有发
生是潍坊市的基本特点，目前遭遇连续干旱，但
不排除短历时、大强度局地强降雨，发生灾害的
可能。所以，在继续全力抗旱的同时，我们也要
全面做好防汛准备，以确保发生洪水时从容应
对。”马长亭说。

据了解，潍坊市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救大
灾，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主要做了防汛责任
落实、防汛料物和队伍落实、修订完善预案体系、
进行汛前检查和隐患整改等工作。

下一步，潍坊市防汛抗旱工作将重点加强骨
干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和洪水联合调度，做好小水
库、塘坝、河道的安全管理，做好在建水利工程的
安全度汛工作，抓好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防汛工
作，继续抓好抗旱工作。

汛期来临，却有180万亩农田受旱———

潍坊：全力抗旱 统筹防汛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丛清洁

6月11日，昌乐县乔官镇歇头仓村一处村
民自发筹资挖建的蓄水池即将完工。村民于
祥军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旱情比较严重，
虽然今年下了几场雨但缓解不了旱情，我们
自发地挖了一口大井，等挖成之后能缓解周
围200多亩地的旱情。”

记者了解到，昌乐县共有141座水库，其
中大型水库1座、中型水库2座、小型水库138
座，塘坝422座，5公里以上河流35条。目前，马
宋水库和绝大多数小型水库干涸，35条河流
大部分断流，1500多眼机电井吊空或出水量
明显不足。

昌乐县对有条件接入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管网的村，抓紧接入管网，彻底解决人畜吃水
困难问题；对有条件接入管网，但村内管网老
化、来不及升级改造的村，先把管网接到村
内，在村内设立公共水龙头，及时保障人畜用

水；对实施单村供水、水源枯竭或短期内当地
无法解决饮用水源的村庄，通过镇上提供水
罐、帮助联系水源、实行燃油补助等方式，积
极组织群众和社会力量开展远距离调水、拉
水送水，最大限度解决人畜饮水困难。

“我们组织专业队伍深入旱区找水打井，
鼓励引导村集体或大户采取拦河截潜、打深
水井等工程措施，及时组织建设一批小型应
急抗旱水源工程，挖掘水资源潜力。成立了6
支抗旱服务队，深入乡镇帮助找水打井和联
系打井队。结合项目，各乡镇共打机井300余
眼，铺设灌溉管道270千米。”昌乐县水利局局
长臧锡平说。

在昌乐县乔官镇南音社区董庄村，三台
挖掘机正在同时作业，三处蓄水池已基本完
工。截至目前，董庄村修建蓄水池3处，拦水大
坝1处，新增加蓄水能力9万立方米左右，可保
障本村农田面积300余亩的灌溉用水。

为解决供水问题，昌乐县实施引黄入昌
应急供水工程。“工程于4月开工建设，计划7

月竣工通水。项目完成后，将大大缓解城区供
水压力，保证全县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正常用
水，解决供水危机。”臧锡平说。

昌乐县还在红河镇、高崖库区建设小型
农田水利重点项目，建设管道输水高效节水
面积2 . 8万亩。涉及红河镇、高崖库区28个村，
通过建设灌溉模式，实现送水到地头。

高崖水库库区水利站站长张传录说：“截
至目前，高崖水库库区1 . 8万亩小农水项目工
程已基本完成，深打机井103眼，14万米管道
铺设完毕，修排水沟29公里，铺设地下电缆30
公里，新建蓄水池5座，新建管涵172座……投
入使用后，实现渠相通，旱能灌、涝能排。”

“重点企业如潍坊英轩实业、世纪阳光纸
业等公司都已进行了建设了污水处理及中水
回用系统的建设，提高了自身的水循环利用
率。我县的污水处理厂也都有中水回用的规
划，通过大力发展中水回用，可以节约净水资
源的使用，缓解我县水资源短缺的现状。”
臧锡平说。

面对水库水量不足、部分河流断流严峻形势

昌乐：多管齐下忙抗旱

□记者 宋昊阳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公

布了2015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全国
共有245项标准被纳入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之
中。我省共有12项标准入围，其中，潍坊市占
4项，居全省第二位。

截至目前，潍坊市企业共承担了3个国家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组工作，参与制修订国
际标准8项、国家标准473项、行业标准124
项，山东省地方标准142项。获得中国标准创
新贡献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8家企业荣
获山东省标准创新企业称号。

潍坊4项标准

列入国家计划

□记者 宋昊阳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从潍坊市人事考试中心

获悉，从6月15日起，2015年潍坊市市直及各县
区事业单位考试笔试成绩已经陆续公布，其中，
市直事业单位共有730名考生入围面试资格。

据悉，此次公开招聘考试笔试成绩最低合
格分数线最终确定为40分，在最低合格分数线
内，由高分到低分按规定比例一次确定进入面
试人员，进入市直事业单位面试范围的人员有
730名。

据招聘人员要求，面试人选从达到笔试合
格分数线的应聘人员中，根据招聘岗位和招聘
人数由高分到低分按比例依次确定，并按规定
程序向社会公布。面试结束后，按笔试成绩和面
试成绩各占50%的比例百分制合成考试总成
绩，笔试成绩、面试成绩、考试总成绩均计算到
小数点后两位数，尾数四舍五入。对面试成绩未
达到最低分数线的考生，不予进入考察和体检。
同一招聘岗位应聘人员出现总成绩并列的，按
笔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确定人选。考生面试成
绩低于60分的不能进入考察和体检范围。

730名考生入围市直

事业单位面试资格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从潍坊高新区法院6月

17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5月1日立案登
记制实施以来，该院收案总数大幅增长，其中
行政案件收案数呈现了井喷式增长。

据了解，5月份，潍坊高新区民商事案件
收案数较去年同期增加98 . 4%，较上月增加
1 0 . 7 %。行政案件收案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550%，较上月增加330%。立案登记制改革以
来，高新区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排除妨害等
“特殊”案件、“敏感”案件明显增多，特别
是涉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案件出现了较大的增
长。

高新区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谭宁介绍，立案
登记制度扩大了案件的受理范围，案件数量持
续增多。民商事案件管辖标准调整以来，高新
区法院受理了几件涉诉标的额达千万元以上的
案件，这部分案件虽然数量不多，但因标的额
巨大，牵涉范围广，社会影响大，对承办法官
的司法能力和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下一步，高新区法院将加强对立案登记制
改革的宣传普及，围绕“有案必立、有诉必
理”，继续正面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行使诉
权，让当事人切实明白人民法院登记立案的前
提是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不断提升全社会的
法治思维水平。

高新区法院

收案数量大幅增长

6月24日，昌乐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为红河镇朱家埠村新钻机井埋设低压电
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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