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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申红 马桂路

开山建别墅是私事？

“出售别墅，证件齐全。”走进历城区仲
宫镇锦绣川办事处小佛村，售卖别墅的大牌子
就映入了眼帘。道路两侧的别墅以两三层居
多，欧式、中式风格不一，让人眼花缭乱。

“去年我们村有人买了两套别墅，总共花
了160万。”一名村民告诉记者，“我们村的别墅基
本上都是自己盖的，自己买料，雇人盖房，小
的20万元一套，大的30万元左右就成了。”

杨家洼村、小佛村和大佛村三个村庄在一
条山谷里，由一条道路连接。每个村基本上都
是别墅成群。在杨家洼村的后山上，一大片别
墅正在拔地而起。在距离一千多米的327省道看
过去，一大片别墅正好趴在半山腰，和周边的
一片翠绿明显不协调。

记者现场查看后发现，该片别墅群有近20
栋别墅，占地面积不小。就在别墅群之外，还
有几处零星的独栋别墅正在建设。“别墅群其
实算是一个小区，外人来了不买别墅买地皮，
然后开发商帮着建房子。”一名村民告诉记
者，“开发商一次性拿地不现实，就让客户买
地皮，算是个人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吧。”

“有钱了就住得好一点，这是人家自己的
事。”采访中，不少村民都有这样的想法。在
小佛村，83岁的村民李焕金今年刚花了20余万
元改建了一栋别墅，楼顶还有木质小亭子。“我儿
子在外面工作，给点钱换个新房子，说我老了该
享福了。”当问起盖别墅破坏山体应不应该时，
李焕金说，“这都是村里的山，不盖房子也是
荒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谁家不盖个新房

子？这也是花钱买的，政府也管不着啊。”
从柳埠镇的袁洪峪景区一直到柳埠大桥，

别墅更是散落山谷中，处处可见。记者随后又
来到卧虎山水库，发现背面的村子杨而村的别
墅几乎覆盖了整个山体。但村民开山建房，却
并没有监管者。记者了解到，“自己的地方盖
别墅，谁也管不着”、“我花钱买的地方，想
咋整咋整”，这种思想在村民中普遍存在。

削山采石为何屡禁不止

记者在南部山区采访时，发现一个奇怪的
现象：某地村里一名个体户开了个采石场，富
裕之后帮助村里修了路，虽然破坏了山体还有
噪音，但村里人非但没有怨言，还给与支持。
而村里这条路，还成了村里美丽乡村建设的成
果对外推介。

“现在采石场虽然不像以前那么猖獗了，
但并没有消失，更隐蔽了。”一位在南部山区
已经有近20年行走经验的老驴友告诉记者，
“有一次我从仲宫镇政府附近的康王顶一直走
到柳埠镇四门塔，因为一直都是在山顶上，发
现有两处采石场，有的一处把一个小山头几乎
削去了一半。”

2014年12月份，便有仲宫镇店子村附近的
群众向媒体反映，有企业借着整治山丘的名
义，对山体进行采挖，挖出来的石材则加工为
石子外运出售。村民介绍，大半年的山丘治
理，未见一草一木落地，也未见山丘加固举措

付诸实施。
在历城区国土资源局否认采石场归其管理

之后，历城区环保局于2014年12月31日对这个
采石场进行了现场勘察。检查发现有一条刻
石、石料生产线，且并未办理环保手续。该公
司石料堆放也未按要求采取扬尘污染防治措
施，导致严重的扬尘污染。历城区环保局要求
该企业立刻停产，补办环保手续，改正违法行
为。但今年1月16日，历城区环保局110指挥中
心执法人员再次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
现其刻石、石料生产线一直没有停产，之后更
是将生产线转移到了厂房内，且集中在夜间生
产。生产方法的隐蔽性，导致他们取证难举报
难，增加了事情解决的难度，事情至今仍未得
到妥善解决。

除了私人采石场，还有一些毁山行为让人
无奈。梯子山是济南南部山区有名的一座山，
这几年进行了基础设施改造，吸引了不少外地
游客。但记者到梯子山后山时却发现，不少巨
石散落河沟。村民告诉记者：“梯子山后山属
于一个林场，去年林场伐木，把山砍了一半，
还新铺了一条新石路方便出行。”

搞旅游也不可任性改造

“我们这儿桃子、苹果多，欢迎来采摘。
春天时候来看花也好，漫山遍野都是花，很漂
亮。”走进历城区彩石镇南宅科村，村民们热
情地介绍着当地的特产，却少有人对山上的两

尊雕像感兴趣。从山上上去，一尊佛祖，一尊
菩萨，都有几米之高。

在南部山区行走的人会发现很多这样的新
塑雕像。大佛村因由大佛而得名，但村民告诉
记者，在“大佛”之外，近两年在另一座山上
又新建了“小佛”庙。

在卧虎山水库旁边的世纪园，对于山体的
改造程度也让人吃惊。世纪园两面环山，一面
的山体上被整个开辟了好几圈，落成了近十栋
别墅，但目前基本都已经烂尾，两面山中间山
谷经平整之后改造成了滑雪场；另一面山上依
山开辟了上山石道，落成了几个小亭子，在山
顶则将山石削平，落成了一座塔。记者8月2日
来到这里时，整个山体碎石和垃圾满地，工程
基本已经处于烂尾状态。其中一处开凿的观音
洞，2010年安装上了莲花台，观音像至今未能
落座。在山顶往南方一望，很容易就能看到不
远的山上，一座很高的雕像在山顶矗立，很是
扎眼。

“这些年南部山区旅游发展得很快，但很
多是承包出去或者交由旅游公司开发，于是这
块地方好像就成了他们个人的了，想怎么改造
就怎么改造，无序开发现象严重。”采访中，
一位老驴友告诉记者，与10年前相比，南部山
区确实发展起来了，旅游红火了，但是南部山
区的山是济南特色，也是社会公众的资源，不
能任由一部分人随意改造，“万一哪天景区经
营不善，留下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不仅对当地
群众不负责任，对游客来讲也是一种伤害。”

□记 者 申 红 韩伟杰
通讯员 吴文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6日下了一晚上的雨，凌
晨1点多去海鲜市场进货，胡天跃和丈夫没敢进
太多。虽然早上还不停地滴着小雨，但摊子在
聚贤街便民菜市场摆起来，没出3个小时，一箱
活虾就见了底，“都是鲜活的，很好卖。”

放在半年前，胡天跃还没有这么乐观。聚
贤街周边6个小区，没有一处正规的菜市场，全
靠一个形成了20多年的马路市场。胡天跃和丈
夫10多年前从企业下岗，做起了海鲜买卖，就
在聚贤街马路市场上“打游击”。

“城管上班我们下班，城管下班我们上
班。”胡天跃笑着说，自己也是“老游击队
员”了。“每天凌晨4点就得出来占地方，早上
8点前就得赶紧走。就一辆三轮车，也不敢多进
货，鲜活的海鲜更是进得少。”在马路市场摆
摊让胡天跃吃够了苦头，“整天悬着个心，干
得累还赚钱少，就想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为
此，胡天跃和丈夫没少找赵兴平，赵兴平告诉
他们说有一处新市场正规划着呢。

赵兴平是天桥区纬北路街道市场办公室主
任，管理着辖区内的菜市场。纬北路街道辖区

10个社区，流动和常住人口加起来有10万人。
围绕聚贤街周边，和信花园、馆驿新区、茂新
新区等6个小区人口就有近4万人，没有正规菜
市场，单靠“马路市场”，一到早晚买菜的时
候，占道的小摊就把路塞得只容单人经过。消

防车进不来、救护车进不来，有居民突发急
症，医护人员只能用担架把病人抬到路口。马
路市场迫切需要改造，而要规划一处新的菜市
场，地方从哪里来？纬北路街道将目标瞄准了
一处废弃的泄洪沟。

在和信花园东边，有一处近600米长的泄洪
沟。和信花园所在地建设前全都是棚户区平
房，地势低洼，下半小时的大雨都会让雨水灌
进居民家中，泄洪沟由此而建。随着棚户区改
造，2010年和信花园建成上房，居民住进高档楼
房再不用担心雨水倒灌了，泄洪沟也失去了原有
的作用。不用泄洪了，时间一长，这条3米宽的大
沟变成了垃圾沟，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都往里扔，
办事处屡次清理，但仍然难抵这里变成“垃圾死
角”。“每年因为这个垃圾沟，居民打12345，
媒体来采访的都不少，办事处也不断清理垃
圾，但就是挡不住。”一位居民说。

济南创建卫生城市开始后，纬北路街道下
大力气整治“垃圾死角”，并且向居民征求意
见，将泄洪沟改建为便民菜市场。得到周边居
民的广泛认可后，去年5月18日，纬北路街道开
始对聚贤街垃圾沟进行清理。“连续几天，拉
走的垃圾得上千吨。”赵兴平说，清理改造的
同时，纬北路街道进行招标，并在济南市商务
局、天桥区商务局的支持下，投资400万元高标
准地建设聚贤街便民菜市场。“聚贤街便民菜市
场今年3月1日正式启用，为全封闭大棚式，总面
积达1000多平方米，分为综合区和水果区，可以
解决周边4万名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

“清理整治垃圾沟，建成规范化的便民菜
市场，不仅解决了影响居民生活的卫生难题，
解除了困扰街道管理的‘马路市场’，为街道
增加了财政收入，更为居民生活提供了便
利。”纬北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李敏杰说，便民
菜市场的建成不仅要看经济效益，更要看社会
效益，“居民满意了，事情就做对了。”

垃圾沟变身便民菜市场
既能解决卫生难题，买菜也有地方了

山和水都是宝贵的自然资源，乱开乱建现象却并不少见

南部山区“显山露水”不容易

◆凡是到过济南南部山区的人，对于

南山山畔甚至山顶的别墅群肯定不会陌

生。无论是热闹的门牙村，山顶上的斗母

泉村，还是位置偏远的大小佛村等地，到

处可见别墅群开山占山；而一些经常在南

部山区行走的驴友也在纳闷，这些年南山

为何冒出这么多大大小小的雕像塑像，好

似把好好的山体削骨抽筋，重新造型了一

般……

近日，记者深入南部山区采访，看到

开山毁山现象并不少见。有专家表示，现

在对于南部山区的定位和权责仍需进一步

明晰，省城市民一直把南部山区当成后花

园，山区村民觉得南部山区是自家的一亩

三分地，开发商买块地就由着性子开发，

都把南山自然资源当成了自己可以享受的

权利。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山体破坏行为的

处罚力度较弱，加上执法不严，济南南部山

区要清爽地“显山露水”，并不容易。

▲在济南南部山区的一处景区，山顶被削平，后续却无人清理，严重影响了山体美观。

▲改造后的聚贤街便民菜市场人气很旺。

□记者 韩伟杰 报道

□记者 马桂路 报道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济南市近日召开的农

村危房改造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
全市农村危房改造已开工1644户，竣工821
户，开工率82 . 2%，竣工率49 . 94%。所有县
（市）区开工率均超过50%，达到了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的目标。

“市委、市政府把完成2000户农村困难群
众危房改造列为全市今年为民办的18件实事之
一，目前进展良好，其中济阳县开工率超过
100%，章丘市、商河县竣工率超过50%，但县
（市）区之间开工率差距较大，竣工率普遍较
低等问题也比较突出。”济南市城乡建设委主
任田庄介绍。

济南要求，要严格操作程序，认真履行
“个人申请、集体评议、乡镇审核、县级审
批、签订协议、组织实施、竣工验收”的七道
程序，各环节结果要进行县、镇、村三级公
示，实行全程监督、阳光操作。同时，加强资
金监管。各地要统筹安排专项资金、列支工作
经费。实行一户一卡（折）专项管理，严禁截
留、挤占和挪用，确保及时足额将补助资金发
放到住房困难群众手中。

据了解，济南市农村危房改造将严把设计
审查关、建材选购关、施工检查关，大力推行
“五统一”改造标准，即门牌编号设置统一、门
窗更换统一、室内地面硬化统一、吊顶统一、内
外墙粉刷统一。同时实行一户一档，完善危房改
造农户纸质档案，档案必须包括档案表、农户
申请、审核审批、公示、协议等材料。

济南农村“危改”：

县（市）区开工率

均超50%

□记者 韩伟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7日，济南滨河新区建设

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卫东带队到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听电话。据宋卫东透
露，目前正在建设的滨河新苑公租房项目计划
于2017年5月底竣工，建成后可提供住宅2136
套。

据了解，今年济南市政府给滨河集团下达
了9月底前新增公共租赁住房、棚户区（含城中
村）改造4106套的建设任务，其中新开工公租房
不低于1500套、棚户区（含城中村）改造2606套。
这其中包括滨河新苑公租房建设项目。

据了解，滨河新苑公租房项目位于天桥区
美里路以南、二环西路以东、北太平河北支以
北，规划净用地约56 . 55亩，规划总建筑面积
15 . 4万平方米。其中，地上12 . 08万平方米，包
括6栋住宅楼、1栋社区服务楼及配套公建；地
下3 . 3万平方米，包括地下自行车库和独立地
下车库，项目总投资11 . 1亿元。项目规划配建
了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医
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服务、社区服务、市
政公用等。该项目于2014年9月28日开工建
设，计划于2017年5月底竣工。建成后可提供
住宅2136套，可安置5500余人入住。

滨河新苑公租房

2017年5月底竣工

建成后可提供住宅2136套

□记者 牛远飞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6日，济南市财政局在市

政府官网上“晒”出了全市89家党政机关会议
定点饭店及协议价格表。记者了解到，各级党
政机关在定点饭店开会时，执行的是协议价
格。不管是住宿费还是会议室使用费，协议价
都比门市价低了不少，有的定点饭店住宿费协
议价仅为门市价的两成多。会议定点场所将实
行“动态管理”，两年调整一次。

不久前，市财政局印发的《济南市党政机
关会议定点管理实施方案》提出，各级党政机
关举办的会议，除优先采用电视电话、网络视
频方式以及在本单位或本系统内部会议室、礼
堂、宾馆、招待所等举办的外，应在会议定点
场所召开。

记者梳理发现，上述89家党政机关会议定
点饭店，包括山东大厦、南郊宾馆、舜耕山庄、东
方大厦、山东化工宾馆、舜和国际酒店等，绝大
多数为四星级及以下饭店（酒店）。早在去年，市
财政局就确定了一批市级党政机关会议定点饭
店。此次，会议定点饭店的范围再扩容，覆盖的
党政机关范围也更大。“之前确定的会议定点饭
店，主要面向市级党政机关，这次确定的89家会
议定点饭店面向的是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包括
区县一级。”市财政局相关人员表示。

济南确定89家

党政机关会议

定点饭店
“动态管理”两年调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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