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王东锋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这次老旧小区改造，我们那边还

想增加几个路灯。”11月2日，济宁市任城区阜桥街
道解放路社区里，建设新村小区自管会主任刘长明正
向居委会主任宫殿林反映情况，“你们先申请一下，
社区尽量帮你们加入到计划中。”

自管会是阜桥街道今年推进老旧小区自治的一种
模式。为破解老旧小区管理缺失、配套落后、环境脏
乱差等问题，阜桥街道创新建立老旧小区“自管
会”，以“自管会”为抓手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

据了解，自管会由各社区组织召开小区居民会议
选出产生，成员由3—7人组成，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
主要由群众公认、能力突出的常住居民和产权单位、驻
区单位代表担任。为确保自管会运行规范，街道研究制
定了《实施方案》，配套印发了《指导手册》，对自管会选
举办法、管理章程以及居民议事制度、例会制度等作出
明确规定，形成了一整套成熟完善的制度体系。

在资金方面，实行居民捐资一部分、街道支持一
部分、社区出资一部分，确保“有钱办事”，并建立财务
公开制度，规范财务管理，确保阳光运行。同时把自管
会建设列入社区考核单项重点工作。目前，已建立老旧
小区自管会36个，成为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张美荣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24日早晨7点刚过，9岁

的姜亚宁在妈妈的陪同下匆匆赶到济宁市兖
州区人民乐园，那里早已聚集了很多家长和
孩子，再过两个小时，兖州区第二届少儿才
艺（群舞组）大赛就要正式拉开帷幕了。

“38支队伍参赛，吸引了1000余名观众前来
观看。”兖州区文化馆馆长李丹介绍说，“兖州
每月都要举办此类群众广泛参与的大型文化
活动，活动宗旨就是一月一个文化主题，月月
都为群众奉上他们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2013年9月，兖州创新开展“一月一主
题、月月都精彩”群众主题文化活动，依据

艺术类别，先后开展了电视歌手大赛、读书
朗诵比赛、书画摄影展览、中老年文艺汇
演、民间艺术表演等文化主题活动，培育了
一大批业余群众文化队伍，丰富了基层群众
文化生活。

城市文化氛围日益浓厚，农村群众同样
需要文化滋养，文化惠民必须城乡统筹兼
顾。去年3月，兖州在全区406个村开展了
“文化培训、欢乐万家”活动，组织文艺骨
干和文化志愿者走进村庄、社区，手把手教
农民广场舞、腰鼓、秧歌等，历时一年半，
培训人员3万余人次，帮助每个村建起了自己
的文化队伍。

从不好意思当众“唱唱跳跳”，到如今
洋溢在舞者脸上的从容自信，新时期农村群
众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已然被唤醒。目
前，兖州依托广场绿地、村级文化站、文体
广场，共搭建“百姓大舞台”360余处，登记
造册群众文化队伍600余支共4万余人。

为群众搭台唱戏还只是兖州区文化惠民
工作的一个缩影，如何让群众走出家门就能走

入文化场所，在茶余饭后也能享受文化服务？
成为该区实施文化惠民工作的又一重点。

兖州将公共文化财政投入纳入区级财政
预算，设立了每年不少于7000万元的农村和
基层文化体育设施建设专项资金，保证财政
对公共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同级财
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于是，一个个覆盖
城乡的15—20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悄然
形成：文化馆每年财政拨款55万元，投入群
文指导、艺术培训、理论研究等工作；图书
馆建起了文化共享工程支中心，总藏书量达
60万册；投资3600万元按照标准化数字影城，
规划建设了光明电影院，一批基础文化场所
和标志性文化设施打造完成。目前，全区镇
街综合文化站、农村文化大院、农家书屋覆
盖率均达到100%。“一年一村一场戏”、
“一村一月一场电影”活动，每年送戏下乡
演出400余场次，放映电影4800余场次。实现
了城区有“三馆”等综合文化场所，镇街有
综合文化站，村居有文化大院、文化书屋的
区镇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城乡居民都

可享受到15—20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服
务。兖州区图书馆副馆长汪亚军向记者提供
了一组数据：目前，兖州图书馆持证读者2 . 4
万人，年发展新读者约3500人，年均借阅22万
册次，总服务量超过25万人次。“对于仅有
50多万人口的兖州来说，这组数字是非常可
观的。”汪亚军骄傲地说。

文化场所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融入
群众的日常生活；而一股“文化热”也在急
速升温：“兖州人文摄影展”已经连续举办
了四届，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业余摄影家，
先后有30余幅作品在各级摄影比赛中荣获奖
项；一年一度的“歌手大赛”群众参与的热
情空前高涨，歌手来自农村、学校、工厂、
公交公司等各行各业，现场观看比赛的群众多
达几万人。连续举办的“读书朗诵比赛”每年都
有近千名读书朗诵爱好者踊跃报名。涌现出像
农民高登月、王庆雪等一批群众书画家。全区
的群众文化活动呈井喷状热情迸发，每个人
都想参与，而每个参与的人也大都会招呼着
自己的亲朋好友，共同享受文化的喜悦。

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群众乐享15—20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兖州：文化惠民催生全民“文化热”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宋昊阳
本报通讯员 王勇钢 王志顺

在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谁拥有“国际话语权”，谁就能占领产业制
高点。潍坊滨海依靠科技创新，加快培育具
有国际话语权的海洋特色产业，潍柴重机、
华创机器人、海纳水下机器人等一批科技含
量高、发展前景好、具有国际话语权的项目
加快聚集，打造海洋优势产业高地。

今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石油焦项目投
标中，有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参与，来自山
东潍坊滨海的联兴新材料科技公司一举中
标，震惊了在场的多家强企代表。公司董事
长王佐任忆起当时的情景激动地说：“正因
为我们公司拥有独一无二的核心技术，才能
脱颖而出。”

王佐任所说的“独一无二的核心技术”
并非自夸，科技创新的确让该企业拥有了国
际话语权。目前，联兴新材料科技公司产能
达到44万吨煅烧石油焦和75万吨商品蒸汽的
规模，是亚洲最大的煅烧石油焦生产企业，
也是迄今为止全球炭素行业第一家通过余热
生产蒸汽、发电和海水淡化的资源综合利用
企业。通过科技创新，该企业获得专利9项，
其中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2012年
“罐式煅烧炉高温物料余热利用项目”荣获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国际上以高端技术获得话语权的企
业，滨海区并非只有联兴公司一家。滨海区
中碳能源项目发明了最新型高温脱硫砖，把
该行业的煅烧炉温由目前的不足1400度提高
到1500度，这项工艺在世界上属于首创。

“别小看这100度的提高，这在过去是世

界难题，它不仅让煅烧出来的产品品质达到
了国际领先水平，还降低了15%左右的原料消
耗。”中碳能源(山东)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征宇
说，依靠这套新技术，该公司煅烧出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的产品，并以比国内市场每吨高出30
美元的价格出口美国、阿联酋等国家。目前，中
碳能源二期扩建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潍坊瑞驰汽车系统有限公司的产品停放
场上，停满了各种型号的新能源汽车，十几
辆货车正在装运车辆。该公司生产的新能源
汽车全部采用自主研发的平台化模式生产，

所有车型、零部件的公用化率达到90%以上，
大幅缩短开发周期，降低投入成本。据悉，
该公司1—9月份实现产量同比增长133%，销
量同比增长136%，稳居全国微型新能源汽车
销量第二名。

重点发展尖端科技，是滨海企业努力的
方向。目前，滨海区华创机器人项目拥有
“轴承式RV减速器”等国际发明专利，突破
了日本和欧洲等国设计方式的高端技术，具
备完成多种高精度作业的能力。这使得该公
司的农业机器人可以完成施肥、喷药、打

顶、抽雄等多项工作，并实现全自动无人化
作业，一个机器人一天可完成作业近2000
亩。

发展循环经济是国家重点倡导的工业发
展目标之一。目前，潍坊滨海卓达产业化住
宅生产基地项目首条生产线已试产，其生产
的新材料主要以煤矸石、粉煤灰、碱渣、建
筑垃圾、植物秸秆等工农业废弃物为原料，
用这些新材料建成的住宅，具有防火、隔
热、低碳低耗、抗震等优异性能。“使用新
材料建一个500平方米的三层别墅，传统施工
工期约180天，而用新材料施工仅需10天，平
均可以节省工期90%以上，用工只是传统施工
工艺用工量的十分之一，降低综合成本20%以
上。”卓达集团潍坊分公司副总经理郝祥兵
介绍说，目前该公司的产品已经畅销俄罗
斯、沙特等国家。

滨海企业知道，拥有国际竞争力，要坚
持走自主研发之路。位于滨海科教创新区的
山东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荷电膜技术
及产业化应用，生产的电渗析膜、双极膜等产
品广泛应用于污水处理、物料回收、酸碱分离、
海水淡化等领域，可节约大量资源。其中，扩散
渗析阳膜的成功研发，填补了国际空白，可大
幅提高我国海洋、化工、冶炼、环保、医药、食
品等行业技术装备水平。

“拿海水淡化来说，通过我们的技术，
比传统的工艺耗能会减低一半左右，效率增
加了10%，一吨海水可以产0 . 5吨淡水。”泰
山学者蓝色产业计划专家傅荣强说。目前，
潍坊滨海立足海洋特色，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大力发展海洋运输、临港物流、海工装
备、生物医药、海洋化工等海洋特色产业，
加快形成强大国际竞争力的海洋产业体系。

潍坊滨海区依靠创新驱动、科技引领———

打造“国际话语权”海洋产业高地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王波 张小寒 报道
本报威海讯 由于历史原因，文登区宋

村镇下徐村土地分配不均，村民意见很大。
“若是在以前，土地确权这类方案由村‘两委’
定下来后，召集党员和村民代表讨论一下就可
以了，但现在不行了，‘小微权力清单’给咱戴
上了紧箍咒，不按程序走可不行。”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王者辉告诉记者，像土地分配
方案这样的重要事项，党支部会提议，村“两
委”会商议提出初步方案后，还要经过镇村集
中议事会研究把关，才能提交党员大会审议和
村民代表会议决议。

文登区探索推出村级“小微权力”清单管
理制度，针对村级职权重要程度、风险点和行
使频率等，瞄准权力运行、监督的关键点，反复

酝酿和协商，筛选确定了三资管理、村级建设、
工作人员使用、公共服务、村务财务公开等基
本覆盖所有村级事务的5大类28项内容。

在明确法律、政策依据的基础上，文登区
全面梳理各项权力的工作规范和流程，对每项
条款的范围界定、办理主体、办理方式、时间要
求、纪律规定作出具体规定，配套42张操作流
程图与之对应。同时，充分考虑不同镇村的工

作实际，在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前提
下，下放部分特色工作小微权力的制定权，
但保留审核权，使权力清单的内容更加切合
实际工作。

为保障权力清单落地，文登区建立起一整
套监督机制，把农村“小微权力”运行作为村监
委会的重点监督内容，抓住村级决策、资产资
源交易、大额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落实村监
委会纠错改正、考核奖惩等工作机制，促使村
干部自觉按照“清单”正确行使权责。

据文登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
制度在全区9个镇办、55个村居的先期试点推
进，目前已对11处内容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其操作性更强。优化完善后的“小微权力”清单
制度预计12月底将在文登全面推开。

啥事能干、啥事不能干，该干的事怎么干

文登列出28条村级“小微权力”清单

聚焦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县

阜桥街道推行

老旧小区“自管”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姜潘峰 报道
本报鱼台讯 10月29日，在鱼台县王庙镇古李村

家庭农场，只见李兴申一家人收割完水稻后进行旋
耕，把粉碎的稻草埋到土下；撒上肥料和麦种；然后
用旋耕机旋耕盖种。李兴申今年种了260亩小麦，全部
采用了这种播种方式。“麦种上面覆盖了2到3公分的
土，比起原来的带稻撒播，像穿了一身‘棉衣’，这样麦
子扎根深，抗旱抗冻，丰收有保障。”李兴申蹲下来，
扒开土下的麦种向记者展示。

为了改变粗放式带稻撒播种植方式，2011年，鱼
台县开始进行稻茬麦种植方式改革。但是，稻茬地
一般含水量大，土质黏重，坷垃大而多，适耕期
短，只有3—5天的时间，难以达到机械条播对整地的
要求。经过几年的摸索，该县认识到，如果稻茬麦
耕地条件不能达到机械条播的话，也可通过旋耕把
麦种旋盖到土中。

“稻茬麦种植方式改革避免了小麦仅仅撒到土
地表层，具有小麦根系深、抗旱抗冻、可追施底
肥、病虫害轻、杂草少等优点。”张培勇说。目前
该县重点推广以下几种小麦播种方式：在未耕稻茬
上撒肥料和种子，然后用旋耕机旋耕盖种；带稻茬
一次直接旋耕灭茬、碎土、条播；先旋耕秸秆还
田，接着撒肥料和种子，然后旋耕盖种。今年，鱼
台10万亩麦田通过盖种为小麦“添衣”，增强了小麦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许永飞 张勐 报道
本报冠县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六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陈皓（化名）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10月26日，在冠县第三中
学模拟法庭，“审判长”冯子涵宣读完判决书。

上面的一幕是冠县实验中学初中二年级六班的学
生正在进行的模拟审判场景。“这次模拟审判参与的学
员有13人，完全按照真实的审判流程进行。”冠县第三
中学校长徐以同介绍说，他们从冠县法院邀请了专业
审判人员，帮助制定模拟法庭剧本，并全程进行指导。

今年6月，冠县司法局和冠县第三中学青少年素质
教育实践基地合作共建了“青少年模拟法庭”和“青
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在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展厅
内，设计了健康成长篇、警示教育篇、普法加油站、
正能量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等板块。“每周都会有
500名左右的学生来到我们基地进行培训，培训期间
每个孩子都能够进行一次模拟审判，并到青少年法治
教育基地内接受普法教育。”徐以同告诉记者。

“我们采用以案说法的形式，将发生在身边的青
少年犯罪典型案例进行解说，并撷取了关于青少年相
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和法治典故，给青少年犯罪敲响了
警钟。”冠县司法局局长王以军说。今后，他们将组
织全县五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轮流到基地学习。

冠县“以案说法”

引领青少年莫偏航

鱼台10万亩稻茬麦

“添衣”过冬

□王勇钢 报道
山东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膜材料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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