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单 辰
通讯员 郑小菲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厨房窗明几净，无烟熏火燎痕
迹，扭动燃气灶开关，“啪”的一声响，蓝色火焰
跳出来。1月16日，记者走访浮桥村时，感受着沼
气到户给大伙带来的新变化。

村民孙丽梅说，原来为了清理生活污水、蔬菜
垃圾等垃圾，村里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如今被
利用起来，村里整洁了，家里厨房也干净了。“原
来用液化气，锅底经常蒙上一层厚厚的灰，现在就
算用一个多月的沼气，锅底也跟新的一样。”

沼气用各种废弃垃圾为原料，产出的沼气可用
于村民日常生活；沼渣、沼液等经过处理可成为大
棚蔬菜有机肥料；沼气使用零污染、零排放，节能
减排，安全环保。

村民范桂荣平时喜欢做各种面食，没有沼气
前，她都是用电饭锅蒸馒头，蒸一次馒头就要一度
电，通上沼气后，她将电饭锅收了起来。她说，沼
气每立方米1 . 6元，一个多月来，她家用了不到17
立方米，“平均一天花几毛钱”，比过去用液化气
更省钱、省心、省力。

浮桥村成为寿光首个沼气户户通的村。“现在
户户都用沼气做饭，以前需要清理的垃圾，都被用
来产沼气，环境还会差了？”村民武银帮一边夸
赞，一边领着记者向沼气能源站走去。在这里，
吸污车正在输出液态污物，太阳能发电板正在给
设备发电，能源站运转有条不紊，奇怪的是，能
源站里面，竟没有一位工作人员。据介绍，站里
除了安排一个烧锅炉的增加动能（冬天太阳能有
时电力不足），和几个司机开运输车，平时几乎
不需要人，可以说这是一项经济环保工程。

浮桥村党支部书记傅良信介绍，多数村民在
2010年住进了新楼房，生活方式也在发生改变，
沼气入户的消息在村内传开后，村民们积极响
应，最初沼气入户只是在十几户村民家试点，尝
到沼气带来的便利甜头后，越来越多村民要求加
入沼气输送管网，目前，全村300户村民都用上了
沼气新能源，形成了生产、生活全打通的绿色产业
链。

“沼气罐发酵而成的沼气，可供全村人烧水做
饭，剩下的沼液和沼渣，还能被收集起来当肥料，
直接用来种菜。”浮桥村大型沼气项目技术员陈炳
存说，该项目将原料由单一的养殖粪污扩展到蔬菜
秸秆、生活垃圾等复合原料，外加新上的有机肥加
工项目，让新能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陈炳存还表示，目前全村每天用的沼气只有两
三百立方米，而沼气能源站满负荷时能产千余立方
米沼气，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浮桥村的沼气还
可以为周边村庄供应。

浮桥人还有更大的想法。目前，项目组在对沼
渣、沼液的微量元素进行检测，目的是针对村内
多种蔬菜的需求，生产不同的有机肥，满足当地
生态农业的发展需求。同时，有了这些有机肥
料，可以大大降低蔬菜种植成本，间接为村民创
收。

“我们要为全市新能源的发展起到带动作
用。”陈炳存的话代表了浮桥人的心声。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张兴德

“每天来看一眼大桥，心里才会踏实。”1月
12日上午，寿光市古城街道北孙云子村党支部
书记武滨清看着通车后的安顺街弥河大桥，难
掩高兴。“从打基础，到压沥青、加固，再到成
型、通车，每天，我都会过来看看。”

“以前，北孙云子村被弥河分成两片，东边
是果园、西边是村子，果园和村里的直线距离
超过2公里。”武滨清告诉记者，10年前，北孙云
子村为方便村民过河，修了一个简易的土桥。
但遇上弥河大水，土桥就会被冲垮。垮了再修、
修了再垮，有时一年要重修三四次。

“赶上苹果成熟的季节，土桥一旦被冲垮，
村民就要绕行十几公里去摘苹果。”北孙云子
村村民张秀梅说，“现在有了新大桥，果园和村
里通开了，我们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

多项大型工程竣工

安顺街弥河大桥全长567米、桥宽40米、双
向4车道，全程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是近十
年来寿光建设规模最大的桥梁工程。

“项目建成后，实现了原省道羊青路与地方
骨干道路羊田路的有效连接，大大缓解了省道
寿济路的交通压力。”寿光市交通运输局规划建
设科科长刘安栋说，除方便了北孙云子村村民
的来回通行外，安顺街弥河大桥更大大减轻了
周边企业的交通压力和运输成本，成为全市东
西贯通的要道，进一步完善了市北的路网体系。

除安顺街弥河大桥外，2015年11月底，农
圣街西伸工程竣工通车，寿光又多了一条双向

4车道的东西通道。据介绍，该项目起点为农圣
街与西环路平交路口，终点为羊青路，全长
1 . 953公里，同样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设。

“作为S323潍高路和S226羊青路的连接
线，该路段的通车，改变了过去北起S321寿济
路、南至县道1号路之间纵向10余公里范围内
无二级以上东西向骨干公路连通的历史。”刘
安栋说，在完善了寿光中西部路网体系的同
时，该项目分流了寿尧路、西环路、羊青路、潍
高路和圣城街等重交通量道路的车流量，减轻
了市区的交通压力。同时，3号路台头镇路段已
于2015年9月竣工通车，南辛路、李大路、1号
路、3号路等4条县道及李大路塌河桥、道广路
弥河桥等改造均已全部竣工。

镇村道路建设维修加足马力

“在确保大项目按时完工的同时，寿光着
重治理待修的县乡路和村级断头路，加快镇村
道路建设，增强路网综合服务功能。”刘安栋说。

据介绍，2012年以来，寿光实施村级公路
网化工程，在全市15个镇街区的800多个行政
村新建了村内大街，打通了断头路，共维修改
造镇村道路600余公里。

“由于多年来农村公路管理和养护力度
小、资金投入不足，部分镇村道路超期、超负荷
服役，导致路面破损情况严重。”寿光市交通运
输局路管处党支部书记邵乐胜说，破损的村路
严重影响了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亟待维修。

“水泥路面抗冻能力差，遇到低温降雪，再
加上清理不及时，部分路面结冰后出现了冻融
的情况。”邵乐胜说，冻融后的水泥路面连片地

“破皮”，路面下尖锐的石子裸露出来，村民通
行舒适度大大降低。

2015年，寿光全面新修改造65公里镇村道
路，并由市财政按照最终认定的工程量进行了
50%的资金补助，解决了镇村道路建养资金不
足的问题，提升了镇村两级道路管养的积极性。

“资金充足后，村路维修工程立即开工。”
邵乐胜说，水泥路面上全部覆盖加厚沥青混凝
土，增长使用寿命。“水泥路的优点是基础底板
稳固，覆以沥青混凝土的柔性路面，最大化其
耐用程度。”

多措并举打造“平安交通”

“项目建设严格落实项目法人制、招投标
制、施工许可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交
竣工验收制等。”寿光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邢
方来说，道路建设的重点项目、县道及镇村道
路，在完成前期手续办理后，均通过市政府采
购中心统一委托有资质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
招投标，确保项目依法、合规。

“工程开工后，我局质监站和路管处不定
期对施工项目进行督查，保证项目进度、质量
和施工安全。”邢方来说，凡是质量不达标的不
予计量，并要求重新返工，竣工后二次验收。

与此同时，2015年以来，寿光按照我省开
展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的意见要求，对
县域范围内农村公路安全隐患进行了拉网式
排查整治，努力打造“平安交通”品牌。全年共
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总里程110公里，安装
道路安全指示牌379套，完成道路标线29000平
方米，羊田路、寿尧路安装护栏15 . 2公里，改
造危桥3座，共计完成投资1430万元。

“让全寿光没有难走的路，是我们的根本
目标。”寿光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卜庆华说。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孙太恒

1月17日，寿光市洛城街道洛西村村民刘
金仁正在社区棋牌室里，和老伙计们打扑克。

2015年，寿光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又提
高了，“最早一个月55元的时候，我就很知足。
这没几年已经涨了好几次了，去年涨到了85
元。”刘金仁说，“一年多出来近400元钱，平时
买菜买油什么的就够了。”

据了解，2015年1月1日，寿光城乡居民养
老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85元，这是自寿光2009
年新农保全国试点、2011年城乡养老制度实现
全覆盖以来，第4次提高基础养老标准。

“截至目前，寿光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
参保人数达59 . 75万人，领取基础养老金待遇

人员19 . 3万人，累计发放基础养老金7 . 14亿
元。”寿光市社保中心居民养老科科长于希仁
说，2015年以来，全市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
养老金总计发放2 . 17亿元。

据寿光市社保中心企业养老保险科科长
李彩英介绍，该市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涉
及的人员多、任务重。2015年，全市企业退休人
员养老金提高方案，除了延续以往的定额调
整、按本人养老金比例调整和向高龄人员适当
倾斜之外，新增了与缴费年限挂钩调整办法，
这使得调整方案更加科学合理。

据介绍，2015年，寿光符合条件的退休、退
职人员共有22197人，人均月增养老金256元。
建国前老工人有29人，人均月增养老金403元。
一次性补缴参保人员有2038人，人均月增养老
金163元。军转干部340人，在普遍调整的基础

上每人每月再增长50元。
企业退休人员、寿光市民王允文告诉记

者，2003年他刚退休时，每月领的退休金是593
元，去年涨到了2279元。“在寿光，2000多元可
以让我生活得很好，我很满足。”王允文说。

2015年1至11月，寿光为全市27772名企业
退休、离休人员及遗属按时足额发放各类养老
保险待遇5 . 9亿元，同比增长16%，社会化发放
率达到100%。在确保企业退休、离休人员及遗
属晚年基本生活的同时，有效维护了社会稳
定，提高了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2015年，寿光全面调整了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比2014年提高10%以上。”李彩英
说，这是自2005年以来寿光连续11次上调养老
金，全市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由10年前
的500余元首次突破2000元大关。

2015年1月1日以来，寿光整合新农合和城
镇居民医疗保险，执行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险制
度，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
每人每年320元提高到380元，惠及全市80多万
人。另外，城市、农村低保标准分别由每人每年
5400元、3100元提高到5760元、3400元，并按照
每月15度的标准发放免费电量款。

“对城乡低保实施动态监管，打造阳光低
保，使低保政策真正惠及困难群众。”寿光社保
中心副主任孙太恒说，农村五保集中、分散供
养财政经费分别由每人每年7000元、4000元提
高到7200元、4200元。

2015年，寿光完成了社会保障水平在养老
补助、医保补助、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和五保供
养经费补助的“四标并提”，全面提升了城乡社
会保障水平。

社保再上台阶，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浮桥村成为寿光首个

沼气户户通村

完善路网体系，提升管养水平，打造平安交通。寿光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卜庆华———

让全寿光没有难走的路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 涵

“杂草和垃圾不能留，有多少我就清多
少。”1月18日上午，在寿光市侯镇大碱路路段，
66岁的公路养护员王成伦正拿着铁锨，对路坡
进行维护。在他负责养护的路段，整个路面干
净整洁。

“我当了20年养路员了，什么垃圾用什么
工具清理，我都熟悉。”王成伦说，他的口袋里，
每天都装着小铲子、小刀子、垃圾袋。“还有手
里这把大铁锨，我走到哪扛到哪，对付大一点
的垃圾、石块，数它好用。”

因长年负责公路养护，周边村民对王成伦
颇为熟悉。几乎每天上路，王成伦都能找到一
个陪他谈话解乏的“聊友”。“他们都叫我别这
么卖力地干，”王成伦说，“但干一行爱一行，在
这个岗位上一天，咱就得尽职尽责。”

每天早上7点，王成伦扛着铁锨拿着一个小
马扎就出门，7点半准时来到他负责的养护路
段，开始工作。“累了就坐下歇歇，但干活的时候
咱一点也不马虎。”王成伦说，因为一天之中自
己大多数时间都在公路上，家里的活就耽搁了。

“他们都说，我扫的马路比家里的地面都干净。”
“王成伦负责的路面，整洁程度和路肩路

坡维修效率都是全镇最高的。”侯镇农村公路
养护管理站副站长王茂功说，在2015年的历次
检查评比中，王成伦负责的路段都被评为优秀
养护路段。

据了解，在寿光，农村公路养护员年龄大
多在60岁以上，每名养护员负责1 . 5公里左右
的路段，月工资600元左右。

“根据实际情况，有些身体条件好、想多包
路段的公路养护员可以申请额外路段进行养
护，收入也会多一些。”上口镇农村公路养护管
理站站长魏光明说，原来几个人养护的路段，
打包分给一个人后，反而效果更好。因为工作
量适当加大，养护员收入提高了，工作积极性
也高了。

林建国和林元智是上口镇的公路养护员，
2015年，他们2人承包了原来3个人养护的路
段，每人每月可以拿到900元的工资。“我务农
一辈子，老了也不想闲着，就干了这份差事。”林
元智说，他身体不错，“有体力就多干点，收入多
一些，挺好的，而且评比得奖还有奖金。”

“三分建，七分养。如果没有公路养护，新
建公路用不了几年就会损坏。”寿光市交通运
输局县乡公路管理处副主任范清洋说，公路养
护员的职责，是清扫路面卫生、发现影响通行

的安全隐患并及时排除，无法排除的及时上报
养护站。

2002年寿光实现全市柏油路村村通，截至
2015年底，共累计完成投资36 . 7亿元，新修改
造农村公路2097公里，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3043公里，并全部纳入养护计划。目前，工作在
一线的农村公路养护员有1300多人。

2012年，为强化农村公路养护队伍管理、
提高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质量，寿光在侯镇农村
公路管理养护站试点养护员GPS动态监控管

理，为侯镇辖区内86名养护员每人配备一部手
机，实现了对所有养护人员在岗工作信息、考
勤考核、事件上报和处理的全过程监控。

“公路养护员的手机统一加入交通智能
网，具备位置定位、轨迹回放等多项功能，
并享受相互之间免费服务。”范清洋说，依
托GPS定位系统，管理人员只要打开网页，
通过统一监控平台就能立刻将养护人员所在
的位置在电子地图上进行准确定位，养护人
员的在岗和工作信息实现全面监控，目前运

行情况良好。
除了向公路养护员承包路段外，寿光还

大力推广县乡公路市场化养护。
“2015年2月，寿光向社会有公路养护资

质的企业进行招投标，对疏港路、大九路、3
号路等5条共68 . 8公里的县级道路重新进行
了招投标，2家公司中标。”范清洋说，公路
进行公司化和机械化养护，减轻了养护员的
负担、提升了养护效率和质量，也降低了养护
管理费用。

3000公里路 1300名养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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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单辰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房管中心了解到，

2015年寿光新建公共租赁住房1677套，棚户区改造
3104套，已全部落实到具体项目中，住房保障各项
工作积极稳妥推进。

这其中，1677套公共租赁住房落实在羊口镇新
世纪家园公租房、鲁清石化职工公寓和健元春职工
公寓等9个项目中。公租房项目均位于羊口镇各工
业园区，从根本上解决了各大企业职工住房问题，
推动了寿光工业经济发展。目前，大部分公租房项
目都处于主体施工阶段，完成投资约2亿元。

3104套棚户区改造落实在洛城街道、孙家集街
道、羊口镇和圣城街道等10个项目中。目前，各项
目均处于主体施工阶段，工程进度顺利。截至目
前，寿光棚户区改造项目已申请政策贷款25亿元，
到位资金9亿元。

据寿光市房管中心主任刘伟介绍，该市大部分
公租房为企业利用自有土地自筹资金建设的公共
租赁住房项目，集中在全市各大工业园区，主要
解决各大中型企业自身员工的住房困难，以缓解
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不足和土地供应的问
题。截至目前，寿光市已有17个大中型企业在4个
工业园区内，共投资建设8203套公共租赁住房，
现有5360套已竣工交付使用，并对企业公共租赁住
房配租情况进行了备案，是寿光市保障性住房重要
组成部分。

据了解，2011年和2012年寿光委托城投公司投
资建设的740套经济适用住房已陆续交房。2014年3
月，寿光市政府成立了景新园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工
作领导小组，并出台了相关方案，截至目前已完成
8批公开申购、选房，共有343户中低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购得经济适用住房。目前，申购工作仍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中。

“下一步，寿光将加快公租房建设进度，加大
棚户区改造力度，完善各项手续，确保保质保量完
成住房保障各项工作。”刘伟说。

8000余套公租房

解职工住房难题

□单辰 报道

当了20年养路员

的王成伦，负责1500

米的路段。图为他正

在维修路坡。

·民生篇 ●

▲

新建成的安顺街弥河大桥成为寿光东西贯通的要道，进一步完善了该市北部的路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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