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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2016年12月26日上午，寿光市公安局化龙镇
派出所民警刘冬冬来到丰城社区，逐一排查登记
本月流动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情况。

化龙镇是全国有名的胡萝卜生产加工基地，
每逢胡萝卜收获季节，外来务工者大量拥入，流
动人口管控成为难题。“之所以难，是因为过去
我们只能一个村一个村、挨家挨户地排查登
记。”刘冬冬说，“有时前脚刚查完，马上又有
新务工者进入，很难避免登记疏漏。”

2016年，寿光积极推行“公安工作融入党政
工作大局，全力推进社会治理一体化”。刘冬冬
从原来单一的派出所民警，开始兼任丰城社区总
支副书记，有了双重身份。

“社区总支只需将排查登记人物分解到各
村、企业，每月两次上报，总支定期倒查、不定
期抽查。”刘冬冬说，原本1个多月才能完成的
工作，现在两三天就能办完，节约了警力，又做
到了情况明、管控好。

“让102名社区民警兼任镇、街道片区党总
支副书记工作，将公安工作与镇街日常党政工作
同部署、同调度、同考核。”寿光市副市长、公
安局局长刘建东说，通过建立社区民警参加总支
例会、派出所长列席镇街党委会，双方分管领导
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三级”工作机制，锐减了
警务成本，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

2016年6月23日，上口镇口子村村民王某酒
后寻衅滋事，派出所民警利用村内新安装的监控
设备，仅用20分钟便锁定违法嫌疑人并将其抓
获。据了解，2016年以来，上口镇党委成员和各
片总支书记、派出所社区民警、村两委成员分工
负责，共同推进视频监控安装工作。目前，整个
镇区及全部65个村安装高清视频监控2000余个。

据介绍，自“警服书记”工作开展至今，寿
光公安机关掌握全市基层基础信息量同比翻了两
番。“目前，全市视频监控达到3 . 8万个，治安
卡口76处，电子警察80处，村居、企业巡逻队达
到620支4000余人。”刘建东说，2016年全市刑事
案件较上年下降8 . 9%，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测评
成绩较2015年提升近3个百分点，达到97 . 11%。

“如今，群防群治的考核权交给警察副书
记，这样治保主任参与社会治安的积极性更高
了，村级治保组织涣散的情况也不复存在了。”
洛城街道屯西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葛茂学说。

另外，寿光还搭建起了覆盖全市行业场所、
辐射人员达到30余万人的微信服务群 ,及时发布
治安警情、开展防范宣传、受理群众咨询、收集
社情民意,实现了警民指尖沟通“零距离”。

“现在村里遇上个大事小情的，用手机一拍
就行了。”化龙镇南柴村村民王淑梅打开手机上
的“化龙随手拍”APP告诉记者，“只要拍了，
就有部门处理。什么矛盾纠纷、治安危险啥的，
都能及时解决，太方便了。”

据介绍，自“化龙随手拍”APP去年4月正
式启用以来，全镇已有1 . 4万余名群众安装使
用。

刘建东说，“警服书记”作为中转轴，上通
下达、协调部署，实现了社会治安提前预警、矛
盾纠纷有效化解和安全隐患的及时消除。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王晓琼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获悉，截至2016年年底，寿光24个月至36个月
龄儿童“八苗”全程接种率达到97 . 02%。

预防接种是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
段。为进一步提高疫苗接种率，寿光使用统一的
新生儿信息系统、儿童免疫规划信息两个管理平
台, 实现全市适龄儿童免疫规划信息化管理的
无缝隙覆盖。医院产科新生儿详细信息、接种信
息100%录入系统，6岁以内适龄儿童预防信息全
部录入系统。各预防接种门诊，通过月查补、季
度查补、入托、入学儿童接种证查验等方式，开
展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1月1日9点，寿光市圣城街道三里小区吕
仁胜家，挂在墙上的温度计显示室内温度为22
摄氏度。“屋里很暖和，穿着毛衣就可以。”
吕仁胜说。

2016年，三里小区作为老旧小区进行了改
造，小区居民楼内的水、电、暖管道全部换成
新的了。墙体也进行了保温处理，楼道里面新
刮了瓷，门和窗都换成新的了。

“以前我们的供暖是串联式的，一根管子
连着4户，如果一户出现问题，其他用户家里
暖气都不热。现在改成了一户一表，不在家的
话可以自己关，温度也有了保障。”吕仁胜告
诉记者。

三里小区建成于1989年，共有住宅楼8栋
192户，居住人口约500人，是寿光最早的社会
化小区之一。吕仁胜在这里住了20年。“原来
的楼宇门是木门，早就烂了，小偷时常光顾。
电线线路老化，电压不足，冰箱、空调到用电
高峰就带不动了。”吕仁胜说，“当时我们盼
着改造。”

热心人成为小区大管家

2015年6月，通过业主投票，三里小区成立
了由三人组成的小区业主委员会，老党员吕仁
胜任业委会主任。

小区事务烦琐复杂，业委会人员并没有报
酬。“起初，因为身体不好，家里人也不支
持，我并不想操这份心。但后来社区工作人员
来做工作，加上我确实希望小区能改造。总得
有人出来‘挑个头’啊。”吕仁胜说。

通过社区人员及小区居民等多方努力，三
里小区争取到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格。

“小区在住业主多为老年人，还有些是租
住户。改造开始时，有居民不支持，我们便经
常上门做工作。”吕仁胜说。

三里小区业委会三名成员都是老党员，年
龄在60岁以上。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业
委会成员，加上推选出的楼长，经常去找业主
做工作，有时一家甚至跑五六次。功夫不负有
心人，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业主们全部同意
小区改造建设。

“现在小区环境好了，我把房子进行了装
修，厨房、卫生间等都进行了改造。”三里小
区79岁的葛孚恩说。

寿光市住建局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主任籍
法德说，寿光老旧小区改造探索出了党委统筹

协调、群众自主自愿、党员真诚服务的“自治
改造”路子。

2016年，寿光确定兆祥小区、交通局家属
院、副食品家属院三个小区为改造小区。三个
小区共计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2219户，概
算总投资约3100万元。如今，这些小区改造正
在进行中。

小区变美，还需长效机制

“小区改造后，虽然划了停车位，但外来
停放车辆多，我们自己经常找不到车位。”
“吕大爷，我们楼道二楼有点漏水，不知道哪
儿的问题。”吕仁胜在小区散步时，居民经常
向他反映问题。

据了解，对于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寿光
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根据老旧小区实际情
况，推行以专业化物业服务为主，确保物业管
理的全覆盖。对于条件成熟的小区，引导其成
立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或社会化服务
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实施市场化物业管理。而
对推行市场化物业管理难度较大的老旧小区，
将聘请社区物业服务站开展保洁、绿化、秩序
维护等基础性服务。对规模较小的零星住宅小
区，根据业主意愿，实行产权人自行管理模
式，或并入邻近小区管理。

“通过一系列措施，切实让小区居民直观
感受到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带来的便利、舒适和
视觉美感，进一步激发居民参与改造的热情，
调动小区居民主动作为的积极性，促进老旧小
区整治改造工程有序快速推进。”籍法德说。

小区脏乱差，社工来帮忙

2016年12月31日，寿光市圣城街道建新社
区社工赫晓明和同事正在贸易公司小区的院内
清理小广告。“有些小广告是用涂料或粉笔直
接喷写在墙上的，为了彻底清理墙面上的小广
告，我们只能用涂盖的方式，统一对墙面进行
涂刷。”赫晓明说。

记者看到，社工有的手拿铁铲、扫帚等工
具，清理着小区的白色垃圾与生活杂物，有的
用清洁球清理着张贴在墙壁上的形形色色的小
广告。“现在小区里的路面整洁了，墙上的
‘牛皮癣’没有了，整个小区干净亮堂，这都
是社工的功劳。”寿光贸易公司小区居民张明
刚说。

贸易公司家属院属于老旧小区，有30户居
民，居住户多是老年人。因多年来无物业、无
保安，小区里的公共卫生与治安环境相对较
差。建新社区的社工成为小区的义工，定期组
织人员义务清理。

圣城街道站前社区喜丰农膜小区，建于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建设早，配套设施滞
后，小区存在脏乱差现象。1月1日上午，站前
社区社工李田华、孙智慧、韩希凤正在清理小
区外面的垃圾。

“社区社工就成了小区里的义工，几乎每
天都要到几个老旧小区进行卫生清理等工
作。”站前社区党委书记赵丹霞说。

□ 本报记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2016年12月29日，寿光市民王盼林带妻子
来到寿光市中医院做病情常规复查。办理了住
院手续后，妻子去做磁共振和CT检查，王盼
林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核对着手里的缴费
单。

“现在住院做检查，费用少多了。”王盼
林说，“过去做一次磁共振要900多元，现在
400多元，CT也从400多元减到了300多元。”

2016年6月27日，寿光启动新一轮公立医院
价格改革，主要包括全市所有公立医院取消挂
号费，适当提升诊疗费，降低大型项目检测
费。其中，CT、磁共振等大型设备的检查价
格大幅降低。

“普通门诊诊查费调整为5元，专家门诊
诊查费根据专家职称收取16元—23元。”寿光
市中医院CT室主任吴兆刚说，64层以上螺旋
CT扫描每部位由494元调整为360元，1 . 5T及以
上磁共振每部位由912元调整为495元，直线加
速器适型治疗每照射野由143元调整为135元，
不规则野大面积照射每照射野由190元调整为
135元。

根据安排，寿光市中医院、妇幼保健院从
2016年7月1日零时起执行新的医疗服务价格，
寿光市人民医院从2016年7月2日零时起执行新
价格，其他医院从7月10日零时起执行新价

格。
记者从寿光市卫计局了解到，此次价格调

整，合理提高了专家诊疗费、麻醉费、护理
费、中医诊费等体现医务人员劳务技术价值的
医疗服务价格，并将挂号费并入诊查费，不再
单设挂号费。

“降低非技术劳务性检查治疗项目价格，
适当提高技术劳务性医疗服务价格，是本次医

改的重点。”寿光市人民医院院长袁景亮说。
“改善长期以来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

服务价格偏低的问题，将进一步促进医疗机构
向‘以技养医’转变。”袁景亮说，新医改将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进一步优化医
疗服务价格体系内部结构，促进分级诊疗制度
的实施。

“另外，新设立便民门诊诊察服务项目，

价格1元，就是为了不增加单纯购药病人的负
担。”袁景亮说，这次调整价格的项目，占全
部医疗服务项目的50%左右。

同时，按照新医疗服务价格实施方案要
求，二、三级和一级医疗机构，分别按照
100%、90%的比例执行。对于一些特殊疾病病
人，如血液透析等，有关服务价格未作调整。

“虽然一些项目看起来涨幅较大，但原来
基础价格并不是很高，而且纳入医保报销范
畴，总体来看，老百姓还是能享受到更多实
惠。”袁景亮说，总体而言，新医改达到了降
低患者医疗费用、医务人员劳务价值有体现的
目的，对全市医疗体制的优化大有裨益。

另外，寿光市各镇街卫生院也包括在本次
新医改的范围之中。

在寿光市立医院，记者了解到，此次新一
轮价格改革实行后，该院的很多项目调整幅度
非常大。

“取消挂号费，设立便民门诊，为单纯购
药和慢性病患者提供了便利。”寿光市立医院
副院长张传福说，在大型医疗设备服务降价方
面，对目前乡镇医院普遍使用的16排螺旋CT的
收费价格，由324元降到了186元，降幅达到
43%。

“看一样的病，花更少的钱，老百姓心里
就舒坦。”肿瘤患者张新梁说，从2016年7月到
现在的5个多月，他的医疗费比往年同期少了
2000多元。

□ 责任编辑 刘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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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2016年12月27日15时，天灰蒙蒙的，寿光
市稻田镇董二村村民董宜春走进黄瓜大棚，合
上电闸，打开了补光灯。灯越来越亮，发出红
色的光。“晴天时，黄瓜苗对着太阳。晚上打
开补光灯时，黄瓜苗朝着补光灯。”董宜春
说。

早在2009年，董宜春就用上了哈尔滨工业
大学的远光光电仪器高压钠灯。“棚内安装了
4个补光灯。遇到连阴天，有光照的黄瓜，叶
片发黑，黄瓜着色好。没有光照的地方，叶片
发黄。”董宜春告诉记者。

董宜春用上补光灯，得益于水圣科技公司
董事长杨玉茂。“每年菜博会上，我都会挖掘
一两件好玩实用的科技，推荐给农民。要是补
光灯没作用，农民早就卸下来了。”杨玉茂
说，“正是感受到科技的力量，寿光农民很乐

意尝试新鲜事物。”
稻田镇崔岭西村村民崔江元，喜欢把科技

和大棚连在一起。雾霾天气时，崔江元轻轻滑
动智能手机上的智能补光灯按钮，西红柿大棚
里的补光灯就会亮起。看到光照不够，崔江元
每天给他的大棚补两次光。

以前没有智能补光灯的时候，大棚里蔬菜
的生长只能靠天气。如果赶上连续阴天，棚里
的蔬菜长势会受到不小的影响。崔江元的智能
补光灯，互相之间东西间隔3米，南北间隔5
米。崔江元说，这样的排布，保证每颗西红柿
秧都能完全接受到补光灯的光照。

除了智能补光灯，崔江元还在大棚里安装
了智能滴灌。浇水、施肥，在手机上一键搞
定。

崔江元把大棚原来用的水泥立柱换成了镀
锌的钢管，北墙的正面盖上一层铁板。“这样
改造，能让棚里的温度提高三到五度。”崔江
元说。

杨玉茂认为，崔江元的大棚光照足，滴
灌、通风及时，温度适宜，果实品质会更好。
崔江元说，自己的西红柿比市场上普通西红柿
价格能高出20%，一年就比别人多赚4万块钱。

临安佳遇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章林祥认
为，现在的大棚种植户，能感受到科技带来的
产量和收益提高，更舍得在科技产品上加大投
入。

寿光市纪台镇曹官村是大棚茄子专业村。
近两年来，中科广电(长春)股份有限公司在村
里建立LED补光灯示范基地，通过大棚茄子补
光试验证实，茄子能增产25%左右，品质也有
较大提升。

中科广电员工王辉说：“在多种蔬菜育苗
阶段补光试验表明，不仅能缩短育苗时间，还
能提高出苗率，促进苗齐苗旺。”

据介绍，LED灯具有光效高、发热低、寿
命长的优势，可以近距离照射植物，提高大棚
空间利用率。同时，LED灯不仅能发出光波较

窄的单色光，如红色、橙色、黄色等，并能根
据作物不同需要任意组合。

位于寿光市大西环的现代农业科技园，是
全国第一家引进“荷兰模式”的现代蔬菜产业
科技园。科技园技术员金国梁说，“荷兰模
式”用的是玻璃采光，采光率高，而且温室高
8米以上，给植物生长腾出了充足的空间。

记者看到，在1万多平方米的温室内，密
密麻麻地分布着近500个补光灯，地面还有二
氧化碳供给设备。“即使阴天，也能保证植物
的正常生长。”金国梁说，温室作物的生长受
温室内环境影响明显，而这座“荷兰模式”的
温室可控性强，完全可以为作物生长创造最适
宜的条件。

金国梁说，虽然“荷兰模式”的投入成本
要比普通模式高5倍，但作物产量、价格也高
出很多。“荷兰模式”每平方米的产量达到60
公斤，而国内普通模式每平方米的产量在5公
斤左右。

老旧小区改造难，咋办？

有了补光灯，菜农不怕连阴天

降低非技术劳务性检查治疗项目价格，适当提高技术劳务性医疗服务价格

“以技养医”，寿光医改亮点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2016年12月30日早上，寿光市古城街道弥
清苑幼儿园，小一班教师郭翠萍晨检时，发现
明明小朋友口袋中装有保鲜卡。保鲜卡是一种
类似干燥剂的东西，形状如同糖片，小朋友容
易误吞。郭翠萍上网查了一下，保鲜卡主要用
于食品包装袋中，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幼儿难
以识别。

明明告诉老师：“我拿着想吃着玩呢。”
“宝贝，这个可不能吃，很危险。”郭翠萍
说。

每天早上幼儿入园时，弥清苑的老师都会

检查一下书包、口袋，看看有没有危险的物
品。

拿到保鲜卡，郭翠萍在班上问小朋友这是
什么，有的说是卡片，有的说是糖片。接着孩
子们的回答，郭翠萍上了一堂安全课。

“如果玩具中有这样的保鲜卡，你们就扔
掉，或者交给爸妈和老师。不能放到嘴里，也
不能放到水中。”郭翠萍告诉小朋友。

当天放学后，弥清苑幼儿园园长刘晓霞把
这件事发到幼儿园家长微信群，提醒家长注意
预防。

“其实，大部分家长只认识干燥剂，保鲜
卡，大多不知道危险，所以我们的安全教育又
扩大到家长。”刘晓霞说。

一张保鲜卡引发一堂安全课

□石如宽 报道
1月1日，三名中学生走在改造后的寿光市圣城街道三里小区。

寿光市人民医院
肿瘤三科副主任医师
崔勇 (左 )，在给病人
家属讲解新医改后的
CT检测价格。

102名社区民警有了双重身份

“警服书记”获市民点赞

“八苗”接种率97 . 02%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蔬菜价格指数检验

检测中心了解到，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1月1
日，寿光农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
157 . 55点，较上周158 . 11点下跌0 . 57个百分点。

蔬菜价格定基指数平稳略跌，价格指数检验
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
是随着元旦来临，市场蔬菜货丰量足，加上外省
南方菜的不断大量调入，供应饱和，菜价稳中趋
降。二是由于节前备货充足，节日期间蔬菜需求
平淡，销售量普遍偏弱，价格小幅走低。

隋玉美说，进入腊月后，市场繁忙程度将逐
渐达到全年顶峰，蔬菜供应量继续增加，各地需
求也会增强。加上雾霾、雨雪天气较多，预计未
来蔬菜价格将呈现上涨趋势。

元旦蔬菜价格平稳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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