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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改善“有为”

群众心中才“有位”

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三去一
降一补”任务繁重。民生工作摆在什么位置？
如何处理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人文关怀的触角
可以伸多远？

强化民本思想、坚持民生导向、传递民心
温度，岚山区给出这样的答案，“民生工作必
须咬住不放，久久为功。要走出一条质量更
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后劲更足的发展新
路，就必须持之以恒地守住社会稳定底线和民
生底线，通过不断保障改善民生、补齐民生短
板，创造更多有效需求，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
感、更强的幸福感。”岚山区委书记盖卫星
说。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岚山区财政累计
投入民生资金62 . 55亿元，实施为民办实事项目
155件。仅2015年一年，就实施35件为民办实事
项目，财政民生支出16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77 . 5%。今年，又投资15 . 6亿元，计划再
为群众办40件实事。

实施366个扶贫储备项目

收入是民生之源。如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增收致富，提升获得感？

岚山区牢牢抓住精准扶贫这一当前头号民
生工程，把产业扶贫作为解决生存和发展的根
本手段，精准发力，促进脱贫由“输血型”向
“造血型”转变。

黄粉虫，又叫面包虫，上世纪50年代从前
苏联引进我国饲养，被誉为“蛋白质饲料宝
库”。因其投资少、利润高、见效快，是一种
流行的农业养殖项目。

扶贫开发工作启动以来，岚山区黄墩镇结
合“三招三引”头号工程，引进黄粉虫专业龙
头企业山东埃思特公司，并以此为依托，组织
贫困户成立黄粉虫专业养殖合作社，按照“龙
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实施黄粉虫
养殖项目。

作为合作社社员之一，田家沟村村民田洪
校发展了600个养殖盒子，年养3季，一个盒子
收入20余元。按照这一规模，田洪校年可实现
收入1 . 2万元，彻底脱贫。目前，黄墩镇浮蓬山
黄粉虫养殖专业合作社已经成立，建设了300平
方米、年生产能力0 . 75万公斤的加工车间，已
吸纳了双疃、滩井两个社区的贫困户42户、81
人加入。

在岚山，这样的特色农业产业扶贫开发项
目不是个例，巨峰镇的“一亩茶园”项目，高
兴镇的珍稀园林种植项目等都是高效带动当地
群众脱贫致富的典型项目。

此外，以辖区刘家峪村砂布轮加工厂、丰
华工具厂等为代表的工业项目通过优先培训、
吸纳贫困人口就业助力脱贫致富；以浔河峪四
季果园、农村淘宝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项目主
动嫁接精准扶贫，拓展发展空间、打造新兴业
态的同时，鼓了贫困群众的腰包。

截至目前，岚山产业扶贫项目库已储备扶
贫项目366个，其中，农业种植类项目201个，
特色农业养殖项目32个，加工类项目48个，旅
游类项目7个，其他类项目78个，732名贫困群
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三成财政资金投向教育

史地教室里，光电星象仪、中国立体地形
模型、地动仪模型等一应俱全，地球仪人手一
台；微机教室里，清一色的联想一体机电脑；
图书室生均40本藏书……

账面上是某个示范性学校的配置，然而这
却是岚山区所有义务教育学校的标配。

以建设全省教育工作示范区为抓手，岚山
区通过加强政策扶持、实施市场化运作、鼓励
捐资助学等方式，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持续
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加
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据统计，近年来，全区共投资教育事业
15 . 2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近30%。其中，投
资12 . 8亿元高标准实施了188个教育重点工程项
目，总建筑面积达76 . 5万平方米，区实验中
学、小学、幼儿园建成启用，日照市海洋工程
学校升格为普通中专并实施了扩建工程。同
时，采取“一次性投入、三年偿还”的方式，
筹集资金8599万元，对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进行
标准化配置，改善办学条件。

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师。该区一方面加大中
小学教师统一调配力度，畅通城市、农村教师

双向流动渠道，近三年交流教干教师530人，去
年教育干部交流率达81%。另一方面，建立校长
和教师全员培训机制，提升教育队伍素质，去
年近3000名教师参加网络远程研修，15名区级
名师名校长参加提高培训。

此外，该区以实施新教育为切入点，大力
实施素质教育。岚山头街道初级中学海洋渔业
文化、安东卫街道初级中学卫文化和红色文
化、碑廓镇初级中学儒家文化、高兴镇中心小
学的“缔造完美教室”、黄墩镇中学的“推进
每月一事”等，让学校内涵日益丰厚，学生综

合素养日渐提升。
近日，岚山区正式接过国务院教育督导委

员会颁发的“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市、区)”牌匾，这是该区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一项重要成果。

行政村通油(水泥)路比例达100%

道路交通建设，铺的是路，连的是心。
每个工作日清晨，家住岚山区北门外社区

的李女士，都会来到小区门口的公共自行车站

点，用手机扫码骑车上班。自去年9月份投入运
营以来，该区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已累计办卡
2791张，借车34 . 5万人次，骑行69 . 6万小时。

这是岚山区便捷公共交通体系的一个事例。
近年来，该区坚持公交优先原则，合理整合城乡
客运线路和站点，实行市场化运作。其中，开通
了12条公交线路，22台新能源车辆、60台电动公
交车投入使用，建成覆盖城区、镇驻地的公交网
络，60岁以上老人全部免费乘车。同时，开通了
岚山至中楼、至高兴两条直达客运班线，结束了
甲子山不通客车的历史……

此外，“十二五”期间该区公路建设累计
投资11 . 24亿元，先后完成了多条国省道建设项
目，改善了路域环境，提升了出行品质。对辖
区80 . 9公里二级公路进行升级改造，88%干线公
路由二级路升级为一级公路和城市道路。结合
“林水会战”做好“通道连绿”工作，今年栽
植各类苗木21 . 61万株。

该区还秉承“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
念，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在日照
市率先启动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排查。按照轻重
缓急，将通校车、客运班线等列为重点整治对
象，截至目前，全面完成112 . 6公里县乡道隐患
整治任务，实现“三年任务一年半完成”，累
计投资5968 . 1万元。

据统计，目前岚山区农村公路晴雨通车里程
达1381公里，行政村通油(水泥)路比例达到100%，
县乡道三级及以上占52%。以南沿海路、厦门
路、巨碑线、圣岚路西延、疏港大道、青赵线等
为主干道构建的全区“三纵三横”农村公路路网
日益完善，通行质量及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如今在岚山，安全、畅通、便捷、绿色的
交通运输网络内连外延、内外相通，全方位无
缝隙的交通运输大格局正在形成。

生态文明乡村覆盖率超八成

环境是民心所向。推窗而望，一座生态环
保、人文宜居的新岚山正款款走来。

轿顶山全民健身广场，地处岚山城区中
心。面对10块这样的黄金地段，出让做商业开
发，政府可获净收益5亿元以上。但岚山区却为
市民建起公共休闲中心，政府还“倒贴”了
3200余万元。

这笔“赔本买卖”传递的正是该区民本城
建的思路。2014年以来，岚山区财政总投资超
2000万元，先后在城区规划建设了育德公园、
安东卫保卫战遗址公园、官山公园、金牛岭公
园4个城市主题公园，让“市民出门500米内必
有公园”成为现实。

岚山区文化中心项目，是岚山设区10多年
来最大的城建单体项目。按照规划，概算总投
资3亿元，总占地面积13 . 2公顷，总建筑面积
48522平方米。为将其打造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精品工程，岚山区的决策者们经过反复推敲，
最终以600年前安东卫古城为原型的“五馆合
一”设计方案通过审查，并付诸实施。

目前，文化中心主体建筑已经完成，室内
外安装、装饰、布展进入尾声，预计很快将投
入使用。该工程获得了住建部二星级绿色建筑
设施标识，在结构方面获得省优质结构工程
奖。

在今年上半年全省城乡环卫一体化群众满
意度电话调查中，岚山区位列日照市第一名。
这背后，农村环卫市场化运作“功不可没”。

早在2012年，岚山区就在全市率先推行了
城乡环卫一体化。区财政每年还专门设立2000
万元生态文明建设资金和1000万元特色农业扶
持资金。

为建立健全农村环卫长效机制，去年，该
区又引入城乡环卫一体化市场化运行机制，由
北京桑德公司以2458万元/年的价格接管岚山区
8个乡镇街道范围内的驻地道路、公共区域及村
居大街小巷、河塘沟渠等区域的清扫保洁、垃
圾收集、运输及垃圾中转站运行等工作。“管
干分离”后，政府部门把精力主要放在监管考
核上，有力推动了农村环卫提档升级。

目前，岚山区80 . 6%的生态文明乡村覆盖率
以及农村改厕施工和招标完成率等指标在全市
均名列前茅。

不忘初心 共享发展

岚山：细微之处见民生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是党中央的郑重承诺。日照市岚山区坚持共享发展新

理念，坚持民生为本，恪守为民情怀，全面解决好群众

关心的扶贫、交通、教育、生态等问题，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更强幸福感。2012年以来，该区财政累计

投入民生资金62 . 55亿元，实施了155件为民办实事项目。

日照钢铁精品基地安置区学校

升级改造的岚山区人民医院

城区黄金地段新建成的育德公园

生态文明乡村

升级改造后的岚山东路

岚山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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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建成的公共自行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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