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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鹏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刘同杰

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后发赶超，基础设施建
设是重要支撑。对于位于高密市北端、区位优
势不明显的咸家工业区来说，建区5年来，优
先规划，注重基础，正成为一处宜工宜商宜居
的创业沃土。

优先规划 注重基础

来到咸家工业区，给人印象较深的是该区
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干净美观的环境，笔直宽
阔的道路，成排成行的楼房。

建区以来，5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咸家人
靠的是科学规划。2011年1月，该区聘请潍坊规
划设计院专家，历时两个多月，七易其稿，完
成了《咸家工业区2011-2030年总体规划》，为
工业区20年的发展描绘了蓝图。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使用周期长，
必须严格按照规划实施。”咸家工业区党工委
书记禚朝晖说，基础设施建设要量力而行、适
度超前、逐年推进，以打造小而强、富而美的
“花园式工业区”为目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地上、空中、地下“三位一体”。

咸家工业区成立后，相继实施了起步区
“两纵三横”五条道路、咸家大街综合改造
一、二、三期及红光大街二期、华裕路综合改
造等10项工程，总投资4900多万元，总里程
10 . 9公里，构建起咸家工业区发展的框架。村
级实施了道路网化工程20个，总投资1100万
元，硬化出村路、中心街等29 . 7公里，全区24
个村实现了“村村连”。

“由于历史原因，咸家工业区基础设施建
设欠账比较大，尤其是修路这一块，建区时只
有咸家大街和徐辛路咸家段两条主干道，路
基、路况、配套都比较落后，村里通水泥路的
只有8个村，其他村还都是土路或砂石路。”
说起修路的艰辛，咸家工业区供水站党支部书
记徐同贤有些激动。

主路面修成后，咸家工业区迅速启动了人
行道、绿化、亮化等配套施工。截至目前，共
完成咸家大街、红光大街、兴家街、立业路、
博园路等道路配套工程11项，铺设人行道8万
多平方米、路沿石22公里，既美观又利于群众
出行。高标准绿化30多万平方米，苗木成活率
99%以上，基本实现了三季有花、四季常绿。
架设路灯560盏，常年定时照明。

“空中蛛网”埋地下

12月14日，当路灯开始微微亮时，居民李
福宏走出家门，开始每天的“遛弯”。“我是
老咸家人，平时就喜欢在大街上走走转转。以
前大街上的网线私扯乱拉、横七竖八，抬头一
看，跟蜘蛛网似的，心里感觉怪堵。现在大街
上电线少了，让人感到顺气多了。”李福宏
说。

记者了解到，建区之初，咸家大街5类弱
电线路分别架设、方向不一，错综复杂地覆盖
在大街上空。2012年，咸家工业区为解决咸家
大街强电线路乱搭乱扯、存在安全隐患问题，
将沿街0 . 7公里强电线路全部北移。协调供电
部门投资2200万元，新架设高压专线5 . 5公里，
为新项目快速建设和现有企业生产经营，提供
了电力保障。2013年，咸家工业区协调广电、
移动、联通、电信、长途传输局等部门，投资
1000多万元，将多线整为一线，有线电视、移
动网络、联通网络、电信网络、长途传输局光
电缆等5类通讯弱电线路由空中转到地下，彻
底消除了“空中蛛网”。“

心里感到高兴的，不只是李福宏。许多沿
街商户告诉记者，以前因为路灯少，一到天黑
路上基本就没有人，超市、店铺也早早地关门

了，“现在整个咸家驻地都安装了路灯，天天
晚上定时亮，晚上出来散步的、跳舞的、买东
西的人多了，我们的买卖也跟着好了。”一家
小型超市店主说。

“咸家工业区架的这个高压线，给企业办
了件大好事。我们干纺织的一天三班倒，就怕
停电，一停电就得停机、停工，停一台机子就
是一台机子的钱，停一班就是一班的钱，企业
效益受影响很大。”正德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綦丹喜说，自从架了高压线以后，除去供电所
提前通知的检修，再也没有发生突然停电的
事，生产很放心。

硬配套引来好项目

除去线路实行空中转地下工程，供水、排
水、排污、天然气等地下管道铺设工程也顺利
完成。咸家工业区成立5年来，共投资1200万
元，铺设排水管道15 . 9公里，每年汛期所有道
路从未出现积水现象。

为方便企业、群众生产生活排污，咸家工
业区投资近700万元，铺设排污管道6 . 5公里，
并与高密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对接，区内实现了

碧水长流。投资5800万元，建设天然气门站一
座，铺设天然气管道20公里，全区实现了天然气
村村通、企企通。“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我们一直
不含糊，在铺设排水管道时，全部用1米口径的
钢筋混凝土管，用30年都不会坏。”咸家工业区
规划建设服务中心主任毛新学表示。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得益于基础设
施建设的改善，台湾安佑生物科技山东总部等
一批好项目成功在咸家工业区落地生根、发展
壮大。“我们选址咸家工业区，供电、供水、
排水、排污、天然气等配套服务一应俱全，特
别是天然气的供应，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成本、
提高利润。建成头一年，公司的产能就突破了
8万吨，纳税突破500万元。”台湾安佑生物科
技山东总部项目总监黄丰易说。

万丈高台，起于垒土。经过5年的不懈努
力，咸家工业区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实现了道
路、供水、供电、排水、排污、通讯、燃气、
照明和土地平整“八通一平”。2014年10月，
潍坊市规划局、潍坊市规划设计院专家组对咸
家工业区贯彻总体规划情况进行考察论证，认
为咸家工业区规划编制得好、实施得好，并作
为科研成果总结上报。

20年发展规划蓝图绘就 基础设施建设“八通一平”

咸家工业区展新姿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赵云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潍城、坊子、昌乐3区县近

日通过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全国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县验收。之前，2013年，昌
邑、高密、诸城、寿光通过验收；2014年，
奎文、寒亭、青州、安丘、临朐通过验收，
至此，潍坊市 1 2个县市区全部通过“国
检”。这是继1996年该市全面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之后，取得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
大民生成果，标志着该市教育事业发展水平
迈上了新的台阶。

创建国家级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是省委、省政府对地市科学发展考核的重要
指标之一，潍坊市已圆满完成任务。近年

来，潍坊市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深化教育综
合改革，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质量持续
提高。“十二五”期间，该市共投资240亿
元，改造校舍960万平方米，在全省率先完成
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中小学校舍楼房化率
85%，基本完成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
程。投资6 . 8亿元，实施中小学信息化普及工
程，全市所有中小学实现了光纤接入“校校
通”和多媒体教学“班班通”。实施市区中
小学建设提升工程，着力破解大班额问题。
新进教师90%分配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
农村师资的年龄和学科结构得到优化。建立
育人为本12项基本制度，累计投入10 . 25亿
元，资助救助贫困学生139 . 5万人次，残疾儿

童、留守儿童、孤儿等特殊群体全部得到有
针对性的关爱。全市特殊教育学校在校残疾
学生全部免除生活费。推行学校发展共同体
建设，全市建有各种类型的共同体346个，涵
盖所有义务教育学校，80万名学生受益，促
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不断深化课程课
堂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全市中小学“轻负
担、高质量”的特色更加鲜明。在山东省
委、省政府对地市科学发展考核满意度调查
中，潍坊市人民群众对中小学教育的满意度
连续6年位居全市各行业首位。2015年，被中
央文明委表彰为“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先进城市”。

潍坊县市区全部通过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国检”

广告

□张蓓 李国辉 韩宁 报道
本报昌邑讯 记者近日从昌邑市交通运输局

获悉，该市自主研发的全省首个驾驶员诚信考核
系统在省联通交通行业信息化推介会上得到了充
分肯定，并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昌邑建成全省首个

驾驶员诚信考核系统

□通讯员 刘洪斌 王佩忠 报道
本报临朐讯 面对冬令时节酒后驾车反弹导

致交通事故上升的实际，临朐交警集中警力，加
强中午、晚上两个时间节点对机动车驾驶人的检
查力度，对酒驾形成了强大的震慑。

12月12日中午，九山镇某村一位李姓轿车驾
驶人中午在家中喝了一杯白酒，结果驾车刚到村
头，就被临朐交警大队四中队巡逻民警查获，测试
结果为酒后驾驶。李某后悔又无奈地说：“喝了酒
千万不要开车，交警查酒驾都查到了家门口。”

据统计，今年9月份以来，临朐交警查处酒
后驾驶人174名，其中31名驾驶人因2次酒驾被依
法行政拘留，2名醉酒驾驶人被拘役三个月。9至
11月，临朐县道路交通事故环比下降5 . 7%，致人
伤亡交通事故大幅减少。

临朐交警

重拳出击查酒驾

潍坊市寒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人民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果的重要标准，把卫生计生惠民利民这一指导思想贯穿工作作始

终，确保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让群众满意。

卫生计生珠联璧合 携手惠民共创佳绩
——— 潍坊市寒亭区卫计局工作综述

开展标准化创建，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
服务。寒亭区在区直，组织区人民医院顺利
通过二甲复审，标志着区医院从硬件配备，
到技术质量和服务程序等均达到了国家二甲
标准。在街道，组织街道卫生院开展“群众
满意的街道卫生院”创建活动，提高乡镇卫
生院综合服务能力。在社区，建成达标城市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1 0处，城市居民社区卫生
服务覆盖率达到1 0 0%，构建起了“1 0分钟就
医圈”。寒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运河
西街社区卫生服务站、商城社区卫生服务站
被省卫计委评为“山东省星级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在乡村，对全区227处村卫生室进行
了全面校验。对不符合条件、存在安全隐患、
条件简陋的全部关停整顿，有效改善了村卫生
室就医条件。

进行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零差率”销售，

把实惠让给人民群众。对纳入基本药物制度实
施范围的8处街道卫生院、10处社区卫生服务
站和纳入省市统一规划的108处村卫生室部全

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统一安装了药
品监督信息管理系统软件，实时监控基本药物
制度运行情况，同时建立基本药物价格公示制
度，接受患者和群众监督。基本药物制度实施
以来，累计为群众节省医药费用4900余万元，
群众用药费用负担切实减轻。

开展“契约式”家庭医疗服务，把预防保
健送到群众身边。自2012年开始，稳步推进社
区医生、乡村医生与居民、村民签约式家庭医
疗服务工作，全区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居民
小区、村为单位，以1医、1护、1公卫、1健康
教育人员为成员，组建了91个服务团队，每团
队服务500—700户，采取门诊、上门访视、健
康教育、慢病管理等多种途径为签约群众提供
个性化服务，让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享受到更加
及时、更加准确的医疗健康服务。“契约式”
家庭医疗服务模式的开展，融洽了医患关系，

居民满意度进一步提高，截至目前，全区共签
约家庭50282户，167847人，签约率55%。

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升群众公共服
务水平。截至9月底，全区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2 7 . 2 5 万份，建档率
89 . 34%；举办健康教育讲座541次，设立宣传
栏138块，发放健康教育宣传材料14万份，为
公众提供健康咨询77次。规范管理7岁以下儿
童13204人、孕产妇2203人；为23719名65岁以
上老年人进行免费体检；对25948名高血压患
者、8363名糖尿病患者和1051名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实行规范管理。结合65岁以上老年人和7
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积极开展老年人中医体
质辨识和儿童中医调养服务，预防接种、卫生
监督协管、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
处理等服务项目均规范开展。

(刘慧玲 谭佃贵)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为国家级表
彰政府工作的荣誉称号，与“国家卫生城市”
是目前卫生部门仅保留的两项国家级荣誉。7
月3日，寒亭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
单位”顺利通过国家级评审。目前，全区8处
街道卫生院、1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处社区
卫生服务站和108处省市规划设置村卫生室全
部提供中医药服务。1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
评为省级中医特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处街
道卫生院、2处社区卫生服务站、3处村卫生室
被评为市级中医药特色医疗机构。

广泛宣传，积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通过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科、中医康复理疗室
等处悬挂古代中医名家、治未病等宣传图画，
营造中医药特色服务氛围。充分利用广播、电
视、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中医药政策，普及
中医药防病治病科普知识，积极倡导“看中
医、吃中药、治未病”理念。制定《寒亭区中

医药“三进工程”实施方案》，推动中医药
知识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开展“中医
大篷车进基层”等系列活动，城乡居民中医
药常识知晓率达到 9 0 % 以上，满意度达到
95%以上。

固本强基，不断加强中医基础设施建设。
先后投入资金300余万元，建成区级中医康复
中心，对寒亭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中药制剂室
进行了扩建。配备中医诊疗、康复设备50余件
(套)。8处街道卫生院、1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规范设置中医科和中药房，按标准全部完成
“国医堂”建设，在配备针灸针、火罐、刮痧
板等基本器具的基础上，新配备针灸治疗床、
推拿治疗床、人体经络模型、中频治疗仪和微
波治疗仪等各类中医诊疗设备。配备中药饮片
和中成药300种以上。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
生室统一配置人体经络模型、中频治疗仪、微
波治疗仪和拔罐等中医诊疗设备，配备中药饮

片和中成药100种以上，巩固了中医药服务的
“网底”功能。

加大人才培训培养和“四级帮扶”力度。
大力培养能够运用中医药方法治疗疑难病症的
名中医，通过学历教育、在职培训等方式，
培养 5 2 名“西医学中医”专业技术骨干人
员。委托市中医院先后举办中医药适宜技术
推广、中医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等培训班3次，
全区中医药人员和乡村医生1 0 0%参加培训。
认真实施山东省五级中医药师承教育项目工
作，2名指导老师和4名继承人通过省中医药
管理局审核。1名中医药专家被评为“山东省
基层名中医”。积极开展“四级帮扶”工
程，制定《寒亭区中医药“四级帮扶”活动
方案》，积极开展中医药“四级帮扶”工
程。市中医院与5处街道卫生院建立了帮扶关
系。寒亭区人民医院与8处街道卫生院、1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了帮扶协议，各街道

卫生院与辖区村卫生室也全部签订了中医药
帮扶协议。

强化管理，规范开展中医医疗和预防保健
服务。积极推广应用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寒亭
区人民医院设立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
宜技术推广基地。各基层医疗机构广泛开展中
医药饮片、中成药、针灸、推拿、理疗、康复
等中医药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街道卫生
院能够运用6种以上中医药技术方法治疗基层
常见病、多发病，各医疗机构门诊中医处方数
占处方总数比例达到30%以上。认真落实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医药健康管理项目，规范
做好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医体质辨识和0-36个
月儿童中医调养指导，规范管理率分别达到
60%和63%。同时，组织各医疗机构运用中医
药知识和方法，为辖区居民提供高血压、糖尿
病等慢病健康管理工作。

(刘慧玲 谭佃贵)

全面落实“四免”服务，关爱妇女健康。免
费唐氏筛查、免费发放叶酸、免费婚检、免费孕
前健康检查“四免”工作得到全面落实，截止10
月底，全区共完成糖筛2265例；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2 2 4 3对；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发放
2441人；免费叶酸发放2066人；免费婚检3250
人，寒亭区卫计局还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测城乡居民全覆盖。

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关爱计划生育家
庭。自2 0 0 7年开始，由区财政拨款，为城镇所
有独生子女家庭( 包括失业无业、自谋职业) 发
放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实现全区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费全覆盖。以创建幸福家庭为主线，以
“五关怀” ( 关怀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失独家
庭、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困难大学生、育龄
群众生殖健康 ) 为内容奖励、救助、帮扶计划
生育家庭。

对农村年满60周岁的独生子女和双女户计划
生育家庭，按每人每年不低于960元标准进行直
接奖励扶助，2015年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新增1377人，累计奖励扶助7055人，发放奖
励扶助资金677 . 28万元；对农村主动放弃二孩
生育指标独女户，按每人每月5 0元，累计奖励
达1 1 6 6人，发放奖励资金6 9 . 9 6万元；对年满
4 9周岁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
养子女家庭的夫妻实施救助，按死亡家庭每人
每月640元，伤残家庭由每人每月4 0 0元，发放
金额143 . 76万元。

实施有力措施，关爱精神病人。目前，全区
共检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1281人，管理患者815
人，管理率63 . 62%。寒亭区筹集专项资金30万
元，在全市率先实施贫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门诊
免费服药，由区卫计局印发工作方案，制定工作
流程，提出工作要求，负责项目落实。截至目
前，全区共补助精神疾病患者1394人次，补助资
金21 . 6万元。

(刘伟)

发展中医 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通过国家级评审

惠民利民 开展各类优质服务活动 突出重点

关爱特殊人群身体健康

寒亭区卫计局局长李中强(左三)深入特殊计
生家庭走访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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