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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只跑了一趟，寿光市化龙镇南王村村民王旭亮
建房子的手续就办妥了。王旭亮说：“没想到现在
政府的服务那么高效。”

王旭亮家的住房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墙体已
经开裂，他想建新房子。10月8日，王旭亮来到村
委，填写了申请表。因为熟悉王旭亮房子的状况，
村委盖章同意。随后，王旭亮拿着申请表来到丰城
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顺利地盖了章。

社区工作人员张红雨为王旭亮拍了照片，还把
王旭亮宅基地原件、申请表等资料拍下，上传到电
脑上，建了王旭亮建房文件夹。接着，张红雨把这
些资料上传到化龙镇“互联网+”行政服务系统。

此时，化龙镇党群服务中心国土窗口的袁伯福
已经在网上看到了王旭亮的申请材料。因为需要现
场查看，袁伯福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前往王旭亮家，
了解情况，并拍照，上传至袁伯福管理着的电脑系
统里。整理好这些照片和之前王旭亮的所有资料，
袁伯福再上传到寿光市国土资源局等待审批。

11月17日，王旭亮从南王村村委领到了在老宅
基地上建设新房的准许证。

“以前村民先来国土所领申请表，再回去填
写，再来受理，要跑三四趟。现在基本上一次就行
了。”袁伯福说。

今年，化龙镇整合全镇行政资源，按照“群众
少跑腿，网络代替腿”的理念，搭建起了一个“互
联网+”党员群众服务体系，集中下沉3大类23项行
政审批和服务业务，着力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

11月18日，来自云南的程万红从丰城社区党员
群众服务中心民警刘冬冬手中接过了居住证。“要
是以前，办理居住证得到5公里以外的化龙镇派出
所办理。”刘冬冬说。

“把民警的工作与党委的工作结合在一起，更
加方便群众。”化龙镇党委副书记董永亮说。

丰城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驻地村是丰城一
村，辐射周边丰城二、丰城三、贾家、城南等9村
9000多名群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配备工作人员6
名，包括社区党总支书记1人、信访调解员1人、计
生网长1人、业务受理员1人以及熟悉电脑操作的村
“两委”干部2人。像这样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化龙镇共规划建设了5个。

同时，围绕群众需求，化龙镇党委整合各站所力
量，将民政、社保、司法等一人站所和其他站所相对
独立的业务集中到服务大厅。镇党群服务中心设置
党员管理、民政救助、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户籍管理
等10个窗口。目前，群众业务基本实现一站办理。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1月28日，雪花纷飞，寿光市上口镇河疃村西
南角的游园内，张连芳拿着手机拍雪景。红的亭
子，白的雪，绿的树叶，都被张连芳纳入镜头。

据了解，这片土地几年前还是一个垃圾坑。
“我小时候这里是个大塘湾，我和小伙伴在这里学
会了游泳。后来，村民乱扔垃圾，这里成了垃圾
坑，臭味熏天。”河疃村党支部书记张佩义说。

借助乡村连片治理项目，以及村里企业家的捐
助，河疃村把垃圾坑改造成游园，种上了花草树
木。如今，这里成为村民休闲的好去处。

72岁的张庆龙踩着薄薄的雪，一步步从胡同里
走出来。“下面铺了红色的方砖，一点都不打
滑。”张庆龙说，要是去年下了雨雪，胡同都是泥
巴，自己不敢出门。

晚上吃完饭，张庆龙会和四五个老伙计在村里
中心大街上溜达两圈。“路又好，灯又亮，走到哪
里都敞亮。”张庆龙告诉记者。

现在，河疃村把以前的路灯全部更换为新式路
灯。“新路灯辐射面广，很明亮，村里没有黑灯瞎
火的地方了。”张佩义说。

今年春天，河疃村的路边都种上了银杏、日本
樱花、西府海棠、毛白蜡等绿化树。张连芳说，初
夏时，樱花飘香，还吸引了城里人来拍照。“原先
大街两旁种的是葡萄、丝瓜、南瓜等，虽然有农村
的生活气息，总感觉有点乱。”张佩义说，现在村
民自觉把门前空地种上更好看的花和树。

河疃村共种植了1300棵绿化树木。张佩义告诉
记者：“只付了40%的款，等树木全部成活了，再
付全款，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成活率。这是律师帮着
我们操作的。”

“借助好的政策，我们村变化太大了。”上口
镇西堤村党支部书记刘传信告诉记者。

在乡村连片治理中，西堤村路边铺设2300平方
米的彩砖，栽了2 . 3万株灌木、乔木，树起了12盏
标准的路灯，建了2个游园。

西堤村村民刘华基说：“从出门到出村，再也
没有一点泥地了。”西堤村有500多口人，每年集
体收入约10万元，这次村庄治理花了60多万元，上
级投入40多万元。“要是光靠集体收入和村民捐
款，我们很难做到这一步。”刘传信说。

截至目前，“乡村连片治理”上口镇项目总投
资1700万元，主要有硬化村内道路，新修排水沟，
建设电子阅览室、文化广场，整修村容村貌等内
容。

村庄变美的同时，西堤村也发现了商机。该村
拆除废旧建筑物，建起了建筑面积1 . 5万平方米的
福惠商贸城。村里多了集体收入，还改善了周边环
境。

上口镇副镇长孙三民认为，乡村连片治理项目
建设提升了村干部的素质和法律意识，也提高了村
干部对外打交道的能力。

“我们村总投资160多万元，实现了绿化、硬
化、亮化，办成了几代人想办都办不了的事情。”
前王村党支部书记王成军说。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12月4日中午，寿光市台头镇三座楼村，70
岁的盲人刘校先正在家中吃饭。一盅白酒，一盘
白菜，是他的午餐。

推门进来的三座楼村党支部书记刘瑞祥
说：“三叔，你还是喜欢喝两口，但要少喝啊。”

“好，好。”刘校先答应着。刘瑞祥拿起电话，打到
村里超市，给老人买了一箱酒和8袋香肠。

今年重阳节时，村里给刘校先发了100元
钱、一箱鸡蛋和一桶油。节后第一天，村委成员
走访慰问时，刘瑞祥又给了刘校先200元钱。前
几天，村民陈桂云、张桂秀给刘校先送来棉袄、
棉被和大包子等。

“仗着大家伙的帮助，我的钱够花，生活也
舒心。”刘校先说。

目前，刘校先享受寿光低保，每年3400元，
还有每月85元的居民基础养老金。今年全省省
定扶贫标准为每人每年3372元。按照这个标准，
刘校先已经脱贫。

去年进行精准识别时，寿光识别贫困户
16925户，贫困人口33450人。“通过提供就业岗
位、安排贫困户成员进合作社、低保兜底、残疾
救助、危房改造等措施，今年实际减贫10145人，
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寿光市农业局区
划办主任李茂光说。

让贫困户过上“暖冬”

刘校先自幼双目失明，未曾结婚。年轻时，
刘校先学会了按摩、弹琴、吹笛子。“他很聪明，
要不是看不见，日子肯定过得红红火火。”刘瑞
祥告诉记者。

这次看望刘校先，刘瑞祥还想着聘请他。三
座楼村敬老院已经建成，即将运营。刘校先可以
发挥按摩的特长，闲暇时也可吹吹笛子弹弹琴，
给老人们解闷。“在敬老院，可以吃上热饭菜。”
刘瑞祥说，刘校先自己做饭有困难。

12月5日9点，营里镇鹿家庄子村刘传龙家
炉火很旺，屋内暖融融的。“煤是法院的同志送
来的，说让俺过个暖冬。”刘传龙说。

刘传龙因交通事故受重伤后一直卧床治
疗，生活困难。得知情况后，寿光市人民法院全
体干警自发捐款捐物帮助刘传龙。

洛城街道饮马村有16户困难户，寿光市市
场监管局为他们送去16吨煤。贫困户任新芳说：

“有了党和政府的帮助，今年过冬不愁了。”
11月24日，寿光市委办公室主任科员、“第

一书记”杜江把两吨优质块煤以及采暖炉等送
到化龙镇辛店村王呈三、王耕田、孙月胜3名经

济困难户家中。
李茂光认为，扶贫开发与“第一书记”包村、

干部联系群众、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紧密结合起
来，丰富了活动内容，也大大提升了扶贫效果。

据介绍，寿光所有的贫困户都有干部帮扶，
所有的干部也都帮扶贫困户。

因村因户施策

加入合作社后，稻田镇崔月华家的日子好
起来了。崔月华肢体有残疾，家里种着西红柿大
棚，但遇到菜贩子压价或市场行情不好时，收入
就大打折扣。“有了合作社，我再也不用担心这
些问题了。只要按照要求把菜种好，我就能按市
场最高价把菜卖出去。”崔月华说。

2012年，崔月华加入稻田镇燎原果菜残疾
人扶贫基地。该基地实行“公司+基地、基地+农
户”经营模式，常年派出1名高级农艺师、4名农
艺师及多名技术员，对签订合作协议的20户残疾
人种植户开展免费技术指导。基地合作社成员

若拿出1万元入股，还可获得年利率2分的红利。
让崔月华觉得给力的还有贷款。燎原扶贫

基地帮助他们申请贷款，每户可贷4万元，财政
补贴利息，残疾人一年内仅归还本金即可。正是
这4万元的贷款，让崔月华的大棚种植起了步。

“农村扶贫工作要把扶贫济困与行业扶贫结合
起来，形成合力，因村因户施策。”李茂光说。

田柳镇鼓励贫困户以土地或劳动力入社，
建立各类专业合作社59家。凯瑞专业合作社吸
纳120多名贫困户，通过生产增加了贫困户的收
入。田柳项目区内企业用工需求量大，田柳镇党
委协调贫困户中身体状况较好的人到企业打
工，80多名符合用工条件的贫困户找到了工作。
上口镇泉泰牧业成立了残疾人创业扶贫基地，带
动20多户残疾人养羊，户均年收入2万元以上。

贫困村需增收好项目

“工作组给俺村实事、好事办了一箩
筐。”台头镇太平村村民陈凤芝说。

陈凤芝说的工作组是寿光市广播影视集团
驻太平村“第一书记”工作组。

工作组协调资金17万元，为村里新建排水
沟1200多米，栽植树木300多棵。此外，老村委被
改造成党员群众综合服务站，村头地边的垃圾
也被清理。下一步，工作组将帮助太平村找出一
条符合村情的发展路子，培育特色产业。“太平
村为省定贫困村，没有一分钱的集体收入。如
果没有帮扶，很难发生改变。”李茂光说。

寿光共有10个省定贫困村。目前，贫困村
扶贫开发项目实施方案已完成，有的已开始实
施。今年，寿光市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16万
元，追加扶贫专项资金13 . 8万元，加上上级下
拨的扶贫专项资金68 . 5万元，共计98 . 3万元，用
于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李茂光告诉记者，省级贫困村都有力量强
的工作队进驻，确保2年脱贫。

“对贫困村，要以项目扶贫为主，增加村集
体持续创收能力。只有村集体年收入达到5万
元，才算脱贫。”李茂光告诉记者。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寿光是一个资源性缺水城市，全市水资源
人均占有量为322立方米，不足全国人均占有量
的1/6，水资源匮乏一直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
瓶颈。”寿光市水利局党委委员、主任科员袁义
洪说。

据了解，包括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和居民生
活用水等在内，寿光目前全市年均水消费总量
约为2 . 6亿立方米，并有持续上升趋势。“多年以
来，强化水资源管理、把好配置调度关和合理利
用好有限的水资源，始终是摆在寿光人面前的
重要任务。”袁义洪说。

据介绍，12月中旬，寿光将召开城区居民生
活用水阶梯价格听证会，拟定价格调整方案。

“寿光城区现行水价是2007年制定的，分为
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价格和特种用水价
格等3种。其中，居民生活用水为1 . 5元/立方
米。”袁义洪说，此次调价后，居民生活用水基础
价格将调升至1 . 7元/立方米，并实行阶梯水价。
基础价格为一级阶梯水价，二、三级阶梯水价则
分别为2 . 55元/立方米和5 . 1元/立方米。

据了解，第一级水量原则上按覆盖80%居
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保障居民基本
生活用水需求；第二级水量原则上按覆盖95%
居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体现改善和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合理用水需求；第三级水

量为超出第二级水量的用水部分。其中，一、二、
三级阶梯水价按不低于1：1 . 5：3的比例安排。

“1斤蔬菜7两水。寿光是蔬菜种植大市，年
产蔬菜近440万吨，相当于300万吨水离开了土
地。”寿光市民王培霞说，“蔬菜是寿光的优势产
业，必须保证充足用水，那么从生活中节水就应

该成为每一个市民的责任和义务。”王培霞和家
人多年来养成了良好的用水习惯，洗脸水拖地、
洗脚水冲厕所等已经成为她家的生活常态。

因全省的水资源需求量越来越大，长期大
量超采地下水导致了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漏斗
区”，易引起地面沉降、水资源污染等地质灾害

和环境破坏现象。
“超采地下水无异于饮鸩止渴，应当及早停

止开采，并引水补源。”袁义洪说，为此，今年寿
光积极申报地下水漏斗区域综合治理项目，旨
在有效减少地下水开采量，达到地下水位回升、
地下水采补平衡的目的。

“项目申请贷款为4990万美元，占全省漏斗
区项目贷款总额的33%。”袁义洪说，“若该项目
获批，实施后，可修复全市地下水漏斗区及周边
水环境，进一步增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建立区
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示范样板。”

据介绍，修复工程位于寿光西北部，为漏斗
区和海水入侵区的叠加区。该项目区西至塌河、
东至张僧河、南至三号县路、北至小清河，以洰
淀湖为核心，主要包括洰淀湖湿地、塌河水系诸
河流、滨海湿地和双王城水库等。

据了解，项目计划建设期为4年，项目建设
内容主要是洰淀湖涵养区修复扩建工程、水系
连通工程、河流生态治理等。

“下一步，南水北调工程和引黄济青工程将
每年分别提供给寿光5000万立方米长江水和4650
万立方米黄河水，用以代替原本使用的地下
水。”袁义洪说，这样一来，将减少开采近1亿立
方米的地下水，改善地下水资源的“漏斗”现状。

作为南水北调项目之一的双王城水库，
已成为寿光重要的客水来源之一。左图为双王
城水库泵站。

寿光识别贫困人口33450人，今年实际脱贫10145人

贫困户家家有人帮 干部个个在帮人

1斤蔬菜7两水
寿光实行生活用水阶梯水价，修复地下水漏斗区

化龙镇借助“互联网+”，

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数据网上传

百姓更方便

上口镇实施乡村连片治理

昔日垃圾坑

今朝变游园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9月6日，城建投的服务项目为职工情绪管
理。服务后，部分职工心理压力有所减小，但多
数职工对情绪管理了解不够，需要3个月后安排
第二次服务。”12月1日，寿光市总工会党组成
员、职工维权服务中心主任李静波正在办公室
一张张地整理已经填好的“职工流动服务点”送
服务活动开展情况评价表。

“职工是企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保持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最重要的一环。”李静波
说，让职工切实享受到工会组织带来的有益服
务，是工会的责任，更是使命。

今年7月，寿光市总工会针对全市范围内建
立工会组织的行政、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各行
各业的农民工群体，开展包括送培训、送技能、
送科技、送创业、送法律、送文化、送安全、送维
权、送温暖和送健康等10大方面的服务活动。

针对市区以外的职工，寿光市总工会借助
全市街道社区和大中型企业，共计建立起254家

职工流动服务点。“工会专门配备一辆面包车，
对于职工需求，随叫随到。”李静波说。

“职工流动服务点的建立，是工会创新职工
服务工作的重要举措，是工会主动将服务触角
下延、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尝试。”李静波告
诉记者，送服务活动项目全部对职工免费，服务
费用大部分由寿光市总工会负责承担，小部分
由相关单位承担。

8月，寿光某企业职工因车祸下身重残，二
度手术。因经济困难向寿光市总工会求助。

“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该职工所在单位，核
实情况后，立即将5000元的救助款送到其家中。”
李静波说，“同时，将其纳入困难职工救助档案，

并提供每月200元的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
近年来，职工服务需求多样化，寿光市总工

会依靠为数不多的工会干部，难免力不从心。今
年5月，寿光市总工会借鉴政府购买服务的做
法，与潍坊祥霞社会工作事务所签订服务合同。

“工会出资购买服务，免费向职工提供。工
会全面委托该事务所开展职工福利、职业生涯
规划、劳动关系协调、困难群体关怀等11项服
务。”李静波说，凭借8名专业服务人员和600多
名具有各类专长的志愿者，该事务所与工会密
切配合，组成了一支活跃在城乡、专门面向职工
的服务队伍。

“小到修门换锁、大到劳资矛盾调解，只要

是职工诉求，有求必应。”李静波说，因为职工有
诉求、工会有行动，全方位、全天候，所以很多职
工将流动服务点亲切地称作职工“110”。

11月10日，某企业女工王虹因不堪家暴离
家出走，心情平复后仍不敢回家，无奈之下求助
工会。“在接到求助后，我们立即组织人员进行
心理疏导，然后和她一起回到家中，对家暴事件
当事双方进行劝导调解，最终双方和好。”李静
波说，“职工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服务的目
的就是让职工不出事。”

据了解，自职工流动服务点开通后，截至目
前，寿光市总工会已接到企业与职工求助服务
共327件，为职工提供服务1200余人次。

寿光市总工会开展全方位、全天候服务

职工“110”：有求必应

□石如宽 报道
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组的帮扶下，贫困村文家街道刘家庄村的胡同铺上了水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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