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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彭彤彤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进一步深入创新财政支农模

式，推动金融资本加大畜牧业发展支持力度，根
据泰安市畜牧兽医局、泰安市财政局、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泰安市分行、泰安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泰安分行、山东省农信社泰安办事处《关于印发
<泰安市2015年财政促进金融支持畜牧业发展创
新试点方案>的通知》，各县市区积极开展财政
促进金融支持畜牧业发展创新试点工作，撬动更
多金融资本投入畜牧业发展。

上半年，经各县市区申报，市级联合审核，
全市共发放养殖贷款89户，发放贷款金额5749万
元，按50%比例对符合补贴条件的利息、担保费
及保险费等融资成本进行一揽子补贴，发放补贴
资金55 . 5万元。目前，该项补贴政策已通过公
示，补贴资金已全部发放，有效解决了养殖户
“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

□刘培俊 秦会勇 侯飞 报道
火车站作为城市的窗口，经过

“创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
日，泰安市城市管理局财源执法所与
站前派出所联动，对火车站广场周边
沿街门头乱贴乱画、乱设广告标牌、
灯箱等行为，逐户进行清理、规范、
细化。

截至目前，共拆除广告牌匾、灯
箱10余块，清理乱贴画60余处。通过
精细化整治火车站广场行动，擦亮城
市窗口、打造亮丽名片、深化文明城
市创建，提升了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
文明程度。

□ 本 报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宋 杰 李胜男

“我天天在这边遛弯、锻炼，确实感觉
环境更舒心了。特别是路边没有乱停车的，
孙子放学自己回家我也放心！”7月9日，家
住肥城市桃都国际城的冯女士说。

记者看到，小区沿街商铺门前的车辆摆
放得整整齐齐，而在交通路口，几名志愿者
正在协助交警指挥交通。一到周六，包保这
一网格的就业办文明劝导员祝建新、辛显祥
就会准时到这里，对发现的不文明行为及时
纠正，这也是肥城的文明城市创建巡查员每
天都在做的事情。

肥城市委书记张成伟说：“文明城市创
建，重在给群众以幸福感。我们实行网格包
保，城区、镇街无缝隙、全覆盖，既吸引广

大群众积极参与文明创建，潜移默化提升文
明水平，又让群众共享创建成果。”

为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进一步推向
深入开展，今年以来，肥城市建立创城网格
包保责任制，每个镇街区单独作为1个网
格，城区17个社区划分26个网格。每个网格
明确1名包保的市级领导和1个牵头包保单
位，网格内各路街、市场、小区分别有相应
的市直单位、职能部门和街道社区包保负
责。各个网格衔接配合，确保文明创建各项
工作做到细处。

不仅如此，围绕做好城市环境卫生秩序
的巡查劝导，肥城每个网格的路街包保单位
都成立了一支“创城巡查员”队伍和一支
“文明劝导员”队伍，共有1000余人。巡查
员每天走进路街、门店、商场、小区、市
场、公园、广场，对服务设施、环境卫生、
公共秩序进行拉网排查，拍照记录，将问题

转交责任单位限期办理，逐个销号，不留死
角。到了周六的“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日，劝
导员则走上路街，热心劝阻行人乱穿马路、商
铺高音扰民等不文明行为，并配备扫帚、垃
圾夹、垃圾袋，清理道路花坛卫生死角。

肥城苹果园小区的居民们真切感受到了
网格包保给居住环境带来的改善。原来，小
区周围环境比较复杂，既有农贸市场、小
学，还有在建楼房，十字路口也比较密集，
到了放学、下班高峰，道路时常拥堵。肥城
市财政局作为网格包保单位，从群众最不满
意的问题入手，对小区及路街存在的问题逐
条查缺补漏，明确了涉及17个职能部门和社
区的71项具体问题，先后组织330余人次到现
场分类巡查劝导。经过几周集中整治，馨悦
园在建住宅工地围挡设置规范了，各个小区
内张贴小广告现象明显减少。每周六的文明
劝导，也让师范附小南路口、工业二路与长

山街交叉路口顺畅了许多。
不仅是城市，乡村也有了文明和谐新面

貌。王庄镇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月”，按管
区划分了领导责任人、网格包保负责人、环
境卫生指导员、文化创建指导员和美丽乡村
监督考核员，全员参与、全域治理，各村环
境卫生一天一检查、一周一调度、一月一通
报；在村域、内接外道两旁及休闲小公园，
各村种上了花卉绿植；墙体绘制核心价值观
宣传画，悬挂“中国梦”公益广告……一幅
新农村画卷正徐徐展开。

据肥城市创城办工作人员介绍，网格包
保责任制实行以来，该市调整设置道路交通
标志、信号灯，行车秩序明显规范；排查治
理道路、绿化带，公共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沿街商铺、背街小巷、公园广场等32类点位
场所存在的问题都已形成问题台账，督促整
改，城市环境面貌日新月异。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李 辉 耿丽梅

趁着年轻拼一回

王梦瑶，泰安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专业学
生。在校期间，考虑到就业形势的严峻及国家
对大学生创业的鼓励支持政策，她那时就有了
独立创业的念头。去年，她放弃学校安排的实
习机会，回到家乡准备独立创业。想法一提出
来，父亲王守青连连摇头：“一个女孩子家，
毕业后考个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到企业当个白
领多好，干嘛非要费劲巴拉地自己创业？”表
面柔弱、内心倔犟的王梦瑶却说：“我不想要
那样死板安稳的工作，我就想趁着年轻闯一
把、拼一回！”

“说一千次，不如实打实地做一回。”随
后，王梦瑶通过网络、报纸收集了解相关创业
致富信息：孔雀、娃娃鱼、黄鳝……都曾经是
她考虑的项目，但这些项目或由于投资太大，
或是因当地气候条件不适宜，最后都被否决
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偶然机会，王梦瑶
在电视上了解到临沂有家发展浅水藕立体种养
的致富项目。浅水藕的亩产可达上万斤，藕池
使用年限能达10年以上，莲藕整个生长期只需
注水三到四次，节约用水量，还节省人力物
力。“属于投资适宜、管理简便、效益可观的
作物，所以在多次实地考察后选择了它。”

当听说王梦瑶所选择的创业项目是要涉足
农业，当职业农民，这让家人和亲朋好友很不
解。“如果你依靠所学的专业进行创业，成功
性还大点，我也能理解，可现在我辛苦供出来
个大学生，还要回来刨地，怎能不让人说
道？”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王守青怎么也
想不通。

而选好项目的王梦瑶，却打定主意坚持下
去。她先后赶赴聊城、菏泽等地的家庭农场、
合作社等，坚持边打工边学习3个多月，细细
琢磨研究浅水藕的种植技艺、营销方式等，让
自己从对莲藕一无所知逐步成长为“内行
人”，为其跨行创业储蓄知识、积淀力量。

由2亩试验田到20亩莲藕基地

“学得怎么样，也要检验一下。”为实现
稳步发展，学习归来的王梦瑶劝说父母，拿出
自家的2亩地作为试验田，开始种植浅水藕。
去年4月份种植，10月份丰收，发现亩产量比
外地学习了解到的少了2000多斤。后来她通过
查资料问老师，方知是有机肥料用量不足的原
因。“当初跟人家学时，老师傅怎么着都会保留
点，这就当拿钱交学费了！”王梦瑶幽默地说。

而经过这次的试验，不仅让王梦瑶积累了
实践经验，而且让她最终获得了家人的理解与
支持。在母亲王凤看来，一个女孩子去整地、
栽苗、下藕池，很不容易：“开始时帮她是出
于心疼，而后来试验田成功了，说明闺女的选
择是对的，那我们也没啥好说的，做好她的后
盾就行了！”

有了家人支持，王梦瑶创业信心倍增。今
年开春，她想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可所在的
石屋村大多是丘陵地，高低不平，为此她主动
找到邻近的兴隆村，想着在该村流转部分平整
地。“当时有的农户并不想租给我，主要是看
着我年青，不敢相信我。后来是父亲跟着兴隆
村两委的同志一起入户做工作，跑了好多趟才
谈成。”

利用在兴隆村协调流转的20余亩土地，王
梦瑶正式建设莲藕种植基地。开挖藕池、铺设
土工膜、栽植秧苗……她处处带头示范，没有
了娇嫩稚气，取而代之的是甩开膀子的干劲
儿。“有一次在地埂上给藕苗喷药，她不小心
滑下去了，多亏藕池只有六七十公分，没出
事。”王守青说。

立体种养模式带更多人致富

在采访时，记者注意到王梦瑶的书桌上摆
满了《农家顾问》《农民科技培训》《水产养
殖》等报刊杂志。她说，虽然创业没有依赖专
业知识，但大学期间养成的良好学习习惯却让
自己受益匪浅。同时，她还邀请农技专家定期
前来指导，不断提升技术水平。

正是有了理论与实践的积累，“爱折腾”
的王梦瑶又积极探索推行立体生态高效种养模
式。6月初，她从菏泽引进泥鳅20多万条，
“它以藕池中有机肥产生的水生虫为食，简单
易养，而且市价在17元/斤左右，经济效益很
不错。”王梦瑶介绍，现在藕池上方搭盖的纱
网，就是为了防止水鸟叼食泥鳅的。而前些天
的大风雨天气，却让这防鸟网几乎全部坍塌，
“当时风大雨急，直接把支柱刮倒，杆歪网
塌，我和父亲又冒着雨撑起网来，忙活了一整
天！”

虽然有挫折，很辛苦，但看着怒放盛开的
荷花，长势正旺的莲藕，王梦瑶心中有说不出
的高兴：“虽说通过贷款、借钱等方式，投资
有50多万了，很有压力，但眼下‘浅水藕+泥
鳅’的混合种养模式，亩产纯收益可达两万多
元，所以对基地发展前景我还是很有信心
的！”

发展莲藕种植，让王梦瑶走上创业之路，
而成立合作社，则让她的青春更加多彩闪亮。
在相关部门帮助下，王梦瑶申请注册的“梦瑶
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即将挂牌成立，“这样
就能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能以合作社为
载体，带动周边更多群众共同致富了。”

□ 本 报 记 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苏本善

“见过种花种草种树的，还没见过路边种
这么多辣椒的。”到过常庄村的人，都会撂下
这么一句话。“这辣椒不一般，这可是村里的
集体资产，户户都能从中分钱哩。”常庄村村
会计常传校说。

辣椒种植要从泰山医学院驻常庄村的省派
第一书记许学国说起。2015年初，许学国被选
派到东平县彭集街道常庄村担任第一书记，开
展脱贫帮扶工作。

常庄村有86户350名村民，贫困人口却占到
总数的60%，是省级贫困村。对习惯了学校工
作的许学国来说，如何让村民尽快脱贫致富，
成为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

常庄村地处平原，土地肥沃，有着多年的
粮食种植传统。“要发展产业，还是不能偏离

村子的种养传统。”许学国说，他第一想到的
就是发展设施农业。

经过考察，村里引入了肥城市兴润生态绿
园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在周边地区小有名气的
园林蔬菜种植企业。公司在村里成立了常庄农
林有限公司作为子公司，具体负责经营事宜。

村里腾出121亩耕地，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
流转给农林公司，利用每年30万的扶贫资金，
建设高标准联栋温室大棚两个，以每年3万元
的价格租给公司使用，这样每年可为全村带来
十多万元的稳定收入。除此之外，村民还可以
到公司干农活儿，打零工。

农林公司项目刚刚敲定，许学国又对村里
的大街小巷动起了脑筋。“道路两侧的空地虽
然分散，但总量不少，荒废着实在可惜。”许
学国决定借鉴“边角经济”做法利用路边空地
搞种植。

至于种什么，许学国有自己的想法。同农
林公司协商后，决定在公司指导下种植时令蔬

菜。村民各自管理房前屋后的蔬菜，收获后由
公司统一回收，村集体统一结算，然后集体农
户按比例分配收益。“村里三横五纵8条道
路，现在种了8000多棵辣椒，保守估算可收入2
万多元。”许学国说。

“除去村民应得部分，村集体每年能增收
3 . 5万元。这可是了不得的事儿，要知道，村
里之前没有一点收入。”常传校说。

村民要脱贫致富，该增的要增上去，该减
的也要减下来。许学国他们注意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村民因病致贫返贫现象突出。以常庄村
为例，村里原有贫困户51户172人，因病致贫的
就有17户，占到总数的33%。

如何减少村民医疗支出？将所包村的情况
反馈给单位，很快得到了院领导的支持。泰山
医学院定期派医疗专家到村开展健康体检活
动，为村民建立健康档案，贫困村民入院看病
的，在原有基础上再报销10%。

2015年7月，泰山医学院派专家到第一书记

所在村免费体检400多人，筛查大病患者25人，
实现了对重大疾病的早诊早治，为村民节省医
疗开支60多万元。

具体到村民个人，也就省几千块钱，但对
于贫困户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在家里
就能瞧病，还吃上了不花钱的药。”常庄村90
岁的村民林成荣高兴地说。

据了解，泰山医学院在近期还将对第一书
记所在村的乡村医生进行免费培训，以提高他
们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农村常见病多发病诊
断和处理、临床基本技能、急诊急救等方面的
水平，让村民实现小病不出村。

一增一减，算出来的是村民看得见的实
惠。彭集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刘德利介绍，
2015年以来，泰山医学院派驻的3名第一书记所
在的常庄村、鲁屯村、东史庄村，集体经济分
别增收3 . 5万元、5万元、4万元，贫困人口分别
由原来的172人、428人、163人，减少到目前的
82人、105人、137人。

为养殖户

发放贷款贴息

集体收入增上去 村民医疗支出减下来

脱贫帮扶，第一书记精算“加减法”

机关干部走进社区 群众感觉更舒心

肥城“小网格”提升文明创建

尚未毕业先创业 青春路上勇担当

“95后”女大学生不做白领当农民

◆7月，又是一轮毕业季。在不少大
学生忙于做简历、找工作之时，宁阳县
“95后”女大学生王梦瑶却忙着整理材
料，成立专业合作社。这位推行“浅水藕
+泥鳅”混合种养模式近两年的“莲藕姑
娘”，正用执着与汗水，在创业道路上一
路狂奔。

给火车站广场

“洗脸”

□记 者 刘培俊
通讯员 秦会勇 陶国良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泰安市城市管理局环卫
处对“五小门店”(沿街小商店、小饭店、小摊
点、小作坊、小理发店)推行生活垃圾上门免费
收集试点工作。

根据实际情况，环卫处工作人员每日两次上
门收集，收集时间具体规定为：上午7：30—9：
30；下午17：00—19：00。对生活垃圾的收集和
处理也设置了一定的标准要求，包括：沿街“五
小门店”生活垃圾必须做到装袋倾倒；“五小门
店”中的餐饮业户产生的餐厨垃圾应专门用餐厨
垃圾桶收运。禁止将药店、门诊医疗垃圾与生活
垃圾混淆倾倒；禁止将沿街“五小门店”生活垃
圾倾倒在路边、雨箅口及果皮箱内等。

按照国家卫生城市的要求，垃圾桶不能沿街
摆放。这一举措在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也造成
了很多沿街小商铺垃圾处理困难。泰安市城市管
理局环卫处“五小门店”生活垃圾免费上门收
集，方便了小商铺的垃圾处理，也进一步提升了
全市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水平。

免费上门收集

“五小门店”生活垃圾

□记者 郑莉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深入推进违法犯罪有奖举报

工作，广泛动员群众向公安机关举报各类线索，
近日，泰山区分局各派出所积极组织开展了违法
犯罪有奖举报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结合辖区实际，通过在人员密
集场所发放宣传材料，向围观群众详细讲解违法
犯罪有奖举报方式及奖励标准，并现场接受群众
咨询、解答群众疑问，鼓励群众举报身边的违法
犯罪行为，拓展公安机关违法犯罪线索来源，帮
助公安机关及时有效地预防打击违法犯罪。

截至目前，已发放宣传材料2000余份，解答
群众疑问300余人次，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参与维
护治安的积极性，为打击违法犯罪、营造稳定社
会环境奠定了基础。

泰山区开展违法犯罪

有奖举报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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