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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张兴德

5年前的纪台镇魏家村，没有一条硬化道
路。一到雨雪天，道路泥泞、坑洼不平，村民苦
不堪言。

2013年，村级道路网化工程开展，魏家村被
列入当年的工程实施范围。“2000米村路全面硬
化成柏油路”等工程细则在村内张贴后，村民魏
善友和老伙计们一起盯着看了大半天。

“从开工到竣工，我每天都会出来看。”魏
善友说，“村里的路好了，种大棚、跑运输、接
送孩子都方便了，太好了。”

2011年，寿光被列入全省首批“村级公路网
化示范县”，启动了村级道路改造工程，项目主
要打通村级断头路、硬化村内大街，实现村与村
必要通达。

截至目前，村级公路网化建设已全面完成，
全市共完成网化里程585公里，完成投资3 . 93亿
元，共惠及全市15个镇街区的887个行政村。这
是寿光继2002年实现村村通柏油路后，全市村级
公路通达水平的又一次全面提升，从“村村通”
迈向了“村村连”。

2016年，寿光启动“农村公路三年提升计
划”。寿光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卜庆华说，每年至
少维修改造县道100公里，改造镇村道路不少于
100公里。通过连续三年的时间全面解决农村断
头路、瓶颈路等最后一公里问题。

据介绍，2016年优先实施的羊田路、南大路
大修改造项目已竣工通车，105公里镇村道路全
部完工。截止目前，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3848公
里，油路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155 . 2公里。

“老板娘，给我一斤半猪肉白菜水饺。吃完
就出车，快一点。”春节刚过，寿光市农产品物
流园里已是一番繁忙景象。中午12点半，运菜司
机殷伟生在一家小餐馆内匆忙吃完了饭，来到货
车前检查装车的情况。

“没问题了，就等一点半出车了。”殷伟生
点起一根烟，撸起了袖子蹲着休息。“别看今天
零下3度，我浑身早就湿透了。”已经在这个行
业里做了16年的殷伟生，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快速
的工作节奏。

“现在拉货，比以前可强多了。”殷伟生
说，免了高速通行费是其一，最重要的是蔬菜
“绿色通道”的设立。

2005年4月，寿光开通鲜活农产品运输“绿
色通道”专用车道，在各收费站口设立专用通道
口，对整车合法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给予“不扣
车、不卸载、不罚款”和减免通行费的优惠政
策。

“寿光先后开通了3条线路，而当时全国只
有5条。”寿光市农产品物流园蔬菜部经理张南
说，这3条线路分别是寿光至北京、寿光至哈尔
滨和寿光至湛江。线路开通后，年均蔬菜运输车
辆超过350万辆，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更为车
主业户节省下大量运输费用。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以前我以为给老母亲买点东西就算尽孝
道。听了儒学讲堂后，才知道这只是尽孝的一
个方面。”寿光市孙家集街道彭家庄村村民彭
有社说。

彭有社的转变，得益于孙家集开展的儒学
讲堂。2015年12月28日，孙家集启动儒学讲
堂。该讲堂用故事化、生活化的方式教导大家
孝道和文明礼仪，让村民感受儒家文化的精
髓。

彭有社已经在儒学讲堂学习了一年多。每
次听完乡村儒学志愿讲师团的讲座后，彭有社
回家就召开“家庭会议”，把对孝道的认识转
述给全家人。

“孙家集凡是开设乡村儒学讲堂的村庄，
文化气息和学习氛围日渐浓厚。老百姓的家风
教化、一言一行悄然发生变化。逐渐地，家风
也引领着村风在改变。”孙家集街道党工委书
记王帅说。

长期在寿光做生意的江苏人王俊凯认为，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寿光的居住环境
更美了，居民素质提高了，城市越来越有内涵
了。

文明创城，全方位惠民

“小区改造后，生活配套设施得到了大大
改善，一些积攒多年的问题逐一解决，现在我
们小区房子的出租价格都比原来高了很多。”
寿光南关小区居民陈莉说。

2015年，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寿

光试点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南关小区和三里小
区首先试水改造。2016年，寿光正式推开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并确定对兆祥小区等7个小区
进行改造，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

1月22日，天气晴朗，寿光市铁路花园小
区居民王美娟带着2岁的孙女，在铁路公园游
玩。“孙女很喜欢新公园，每次带她来这，她
都玩得很开心。”王美娟说。

铁路改线之前，铁路花园小区的居住环境
远不如现在。“以前只要过火车，家里桌子上
的水杯都会跟着一起晃。不仅噪音大，粉尘也
多。家里的白墙都黑了，用手一抹全是煤
灰。”王美娟说。

2014年11月，益羊铁路西迁，和王美娟一
样居住在原铁路沿线的寿光市民，再也不用忍
受载货火车来往的煎熬。如今，铁路沿线旧址
改建为带状景观带，全线面积52公顷，规划为
公共绿地、休闲广场和景观公园。

寿光市市长赵绪春说，“创城”不仅是一

次城市文明的洗礼，更是一项全方位的惠民工
程。

喜事新办，省下一两万

洛城街道李家庄村，以前不管谁家有结婚
喜事，都要大摆宴席招待客人。

村民张其梅的儿子2010年8月举办婚礼
时，全家人前前后后忙了半个月。在李家庄的
传统风俗中，家里有结婚的要摆上三天宴席。
“如果某位客人第一天没来吃饭，就要在第二
天来。如果客人实在没时间，宴席结束后，我
们要带着烟糖酒送到客人家。”张其梅说。

2015年3月，李家庄推行喜事新办。“送
去份子钱后不再留下吃饭，而是领到一个礼
包，里面有喜糖、香烟和麻花，费用约20元。
取消宴席后，办一场结婚喜事能省下一两万
元。”李家庄党支部书记李昌全说。

不仅红事，白事也实行了简办。71岁的村

民李佃生说，以前村民办丧事，出殡当天，逝
者家属要披麻戴孝，请人抬架子、吹喇叭，要
雇大厨、搭伙房，请前来帮忙的朋友吃饭，并
准备好四五十条烟。

丧事简办后，男性24小时，女性48小时全
部完成丧葬仪式。葬礼过程中的丧服、扯白
布、吹喇叭等一律免除，逝者家属可佩戴白
花、播放哀乐，村委会免费提供砌坟用砖100
块和盖板。“现在村民去帮忙，不是吃大席
了，而是吃包子和火烧，给主家节省了费
用。”李佃生说。

李昌全认为，按以前的丧事风俗，办一场
丧事起码要一万元，多的要三四万元。丧事简
办后，一场丧事用不了1000元。村民们也不相
互攀比了，社会风气明显改善。

如今，寿光大多数农村都推行移风易俗，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

上了“四德榜”，脸上很有光

1月27日，洛城街道王家疃村，路过村中
的“好人四德榜”时，李秀琴抬头多看了几
眼。两块大红底子的牌榜上，整齐排列着全村
36位好人的照片，自己也在其中，照片旁还写
着“助人为乐、诚信好客”等评语。

“去年全村好多人上榜，却没有俺，走到
这里就觉得矮人半截。今年俺也上了榜，脸上
也感觉有光了。”李秀琴说。

寿光的970多个村庄中，村村都有“四德
榜”。台头镇三座楼村党支部书记刘瑞祥认
为，善行义举全部上榜，为人处事都有榜样，
这样没上榜的村民就坐不住，就会跟着学。

让普通群众上榜当“明星”，是寿光市用
道德典型引领新风正气、建设文明寿光的举措
之一。

近年来，寿光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寿光
好人”“美德少年”评选及“做一个有道德的
人”等实践活动，营造了诚信寿光的良好氛
围。截至目前，寿光已有17人成为全国道德模
范、中国好人。

双王城寇家坞四村，大街、胡同上都张贴
着诚信、友善、爱国等核心价值观内容，以及
“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的文字和
图画。村民王红艳说：“走在街上，不经意间
就能看到这些直白通俗的图画，无形中受到教
育和启发。”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1月22日，距离春节还有6天，寿光市文家
街道王端宇村的王冠春就给在北京的侄女小燕
打电话。“孩子，家里的厕所改造了，和你们
城里人用的一样，快回来过年吧。”王冠春
说。

去年，小燕回来过春节，怎么也不愿意去
旱厕方便。无奈之下，王冠春每天带她去村党
支部书记王向民家上冲水式厕所。

“我家住着两层的楼房，条件也不错，就
差在厕所上了。”王冠春说。2016年，村中旱
厕改造时，王冠春第一个报了名。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没
个蒲扇旁边扇，苍蝇蚊子飞满天。”这是旱厕
留给百姓的印象。如今，王端宇村改造后的厕
所看上去与城市冲水厕所没有区别。细看之下
少了储水箱，在便器旁边多了一处踩踏“机
关”，这是冲水装置。这种装置利用踩踏产生
的气压以及水流冲厕，比城市厕所至少能省一
倍的水。

目前，寿光已有1万户农村家庭进行了旱
厕改造。到2018年，寿光旱厕全部改造完毕。

古城街道怡尚苑社区刘春敏做饭炒菜时，
拧开天然气阀门，一会儿就炒好了一盘辣椒炒
肉。“用天然气做饭就是方便，还快。”刘春
敏说。

刘春敏用的天然气，来自怡尚苑的LNG储
气罐。该罐容量为10立方米，可以气化为6000
立方的天然气，加满一次可为全社区居民供气
一个月。

“价格优惠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更重要的

是为村民带来便利，让农村居民享受到城里人
的待遇，这也是农村社区发展的一种趋势。”
怡尚苑社区居委会成员张海燕说。

据了解，寿光已在羊口、稻田、台头、双
王城等镇街区的10个村（社区）进行试点，试
点村（社区）涵盖了5个楼房村和5个平房村，
并根据社区位置和天然气管道铺设情况，采用
管道天然气和LNG储罐气化方式实现集中供
气。

走进羊口镇南宅科村，只见道路干净整
洁。“垃圾都到垃圾桶里了。”村民王金章
说。

实行环卫一体化托管以后，南宅科村有了
4名保洁员，并配上了46个垃圾桶。

羊口镇北部的菜央子村同样干净整洁。村
民杨树真说，以前村里虽然硬化了路面，但没
有垃圾桶，村民都趁天黑提着垃圾袋往外扔，
巷子两侧堆得都是垃圾。“其实我们也不想在

房前屋后、路上扔垃圾，但没有合适的地方可
以倒。”杨树真说，现在村里有了垃圾桶，村
民也养成了把垃圾装袋扔进垃圾桶的习惯。

自2011年起，寿光市财政投资9500多万元
用于扩建生活垃圾处理厂。市镇投资5460万元
建设了21座日处理能力100吨的压缩式垃圾中
转站，购置了280多部农村垃圾运输车。镇村
投资800多万元，设置了18640个垃圾桶。建立
了清运队伍，全市生活垃圾实现了日产日清。

洛城街道黄家村今年1月1日启动美丽乡村
建设工程，当天就有200户捐款46万元。

黄家村党支部书记黄春海说：“我作为党
支部书记就应该打头阵，俺捐1 . 2万元”。该
村主任黄茂昌捐款1 . 15万元，其余村“两委”
成员捐款4 . 8万元。该村30名党员共带头捐款
12 . 6万元。

老党员邵明芳常年在外居住，2016年5
月，为了村里修路，她主动拆掉了村中的老房
子。捐款当天，邵明芳带着两个儿子来到村委
大院，捐款6000元。“我们虽然人在外面，但
心在村里，捐款修路为的是让老少爷们过舒心
日子。”邵明芳说。

黄家村的美丽乡村建设，也是寿光美丽乡
村建设的缩影。从2015年以来，寿光形成了
“党员干部带头、在外人员带动、群众自愿捐
款、社会各界捐助”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

2016年，寿光全面启动天然气“镇村
通”、农村改厕等工作，基本实现了城乡公
交、供水、污水处理一体化，新建农村新型社
区71个，对所有村的主要道路进行了硬化、绿
化。目前，寿光已成为全省首批生态文明乡村
建设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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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月30日，寿光市古城街道怡和苑社区卫
生室，杨庄村村民杨秀凤正陪着3岁的小孙女
看病。“现在卫生室空调、暖气都有了，也愿
意来卫生所给孩子看病了。”杨秀凤说。

怡和苑社区卫生室医生王翠丽告诉记者：
“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公共卫生
室一应俱全，而且配备了空调和电视，冬季24
小时供暖。”

近年来，寿光对村、社区卫生室进行高标
准建设。升级后的卫生室全部配备紫外线消毒
器、血糖仪、氧气罐等设施。截至目前，寿光
省级标准化卫生室覆盖率达到100%。

古城街道弥景苑社区卫生室现在室内面积
360平方米，可满足周边5000多人的就医需
求。弥景苑社区卫生室医生郑光先说：“床位

由原来的五六张到现在的十几张，输液椅增加
了20多个，人员的配备也充实了。”

现在的孙家集街道岳寺韩村卫生室，面积
150平方米，可以满足周边1700多人的就医需
求。

不仅硬件在完善，卫生室的医生医疗水平
也在提升。寿光推进医联体改革，定期选派医
疗专家到镇街卫生院坐诊。同时，寿光不断加
大对乡村医生的培训力度，从2016年9月5日
起，寿光市卫计局组织全市1112名乡村医生在
市委党校开展集中培训。这是寿光自实行乡村
卫生一体化管理以来培训乡医人数最多、内容
最系统、要求最高的一次。

从文家街道四合村到马店医院，韩明峰开
车用了10分钟。“孩子8个月，需要打预防
针。这里很近便。”韩明峰说。

寿光不断加强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努力提升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着力打造
15分钟就医服务圈，让城乡群众“看上病、看
起病、看好病”。

1月27号一早，稻田镇葛家村82岁的村民
李友城腰肌劳损复发，女儿李丽丽驱车带着老
人来到寿光市中医院复诊。从挂号、就诊到取
药，20分钟便完成了。

寿光现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677处，
其中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妇保院、口腔医院
各一处，分布在市区。据了解，寿光城区医院
的病房设置了卫生间、电视、空调、橱柜等日
常生活设施，并免费向群众提供担架、轮椅、
开水等。随着厂企、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壮
大，光明医院和晨鸣医院作为二级综合医院也
在一定程度上分解了就医负担。

大病进医院，感冒发烧、腹胀腹泻等类似
小病还是到卫生室就医更加快捷。古城街道北

孙云子村村民武冠英因为支气管炎发作，在新
建成的弥景苑社区卫生室输液三天，病情逐渐
好转。

目前，寿光市各镇街区均保留一处卫生
院，原北洛和马店医院设为专科医院。在综合
考虑服务人口、人口密度、服务半径、地理交
通等因素的基础上，寿光对全市所有村卫生室
按“服务半径2公里-2 . 5公里，2000人-4000人
的服务人口设置1所村卫生室”的原则进行了
科学规划。

目前，寿光已经形成了以市直医疗单位为
龙头、镇（街道）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所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网底、民营医疗机构
为补充的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据介绍，到2017年底，寿光全市所有村卫
生室均达到建设标准要求，确保群众不出15分
钟就能方便地看上病。

旱厕改造，天然气村村通，城乡环卫一体化

农村越来越像城市了

百姓15分钟看上病

居住环境提升，市民素质提高

寿光：城美人更美

■回顾寿光五年发展·民生篇

■编者按

过去的五年，是寿光民计民生

持续改善、社会事业全面繁荣的五

年。

寿光树立以群众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坚持走群众路线，每年都落

实一批惠民实事，群众生活更加幸

福，教育、医疗、社保及各项文化

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寿光印制《幸福寿光惠民便民手册》，并免费发放到每一位市民手中。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古城街道垒村，一位老人正在健身器材上锻炼。

公路“村村通”
迈向“村村连”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任雪以前在家很少主动叠被子，现在放假
回家，任雪不仅爱整洁了，也知道体谅和孝敬我
们了。”寒假期间，任雪的父亲给寿光市职教中
心打来电话。

任雪家在临沂，2016年9月进入寿光市职教
中心学习，接受了学校的准军事化管理。

“职校学生的良好品质在于学校、老师的主
动培养与锻造。”寿光市职教中心校长刘玉祥
说。

据介绍，寿光市职教中心一次性聘请11名退
役武警作为军体教官，将国防教育与职业教育有
机融合，军事化特色活动与学校德育相互渗透，
培养学生忠诚和顽强的品质。

圣城小学四年级做了一个“水的世界”的主
题。这个主题将《科学》中的“水的溶解”、
《环境教育》中的“水污染”、《综合实践活
动》中的“走近母亲河—弥河”中的课程进行整
合，将交叉重复的内容重新梳理。学生们放下课
本走出教室，到校外社区调查、采访，去弥河边
观察、访问。

“通过实地调查，现实中水的现状触及到了
每一个学生的内心。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发起节
水倡议，让全校师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圣城
小学校长韩高波说，如果让学生坐在教室里听老
师干巴巴地讲课，学生学到的知识、理解的内容
少之又少。

“本着目标不降低的原则，整合出若干综合
课程的活动主题，以主题活动的方式，实现一个
活动达成多个目标的作用。”韩高波说。

寿光是蔬菜之乡，但蔬菜的储存与保鲜一直
困扰着菜农。为更好地解决蔬菜从采摘到食用过
程中的保鲜问题，寿光世纪教育集团东城初中
“阳光少年”社会实践队的五名同学，把“家庭
果蔬保鲜技术的探索与研究”作为中国教科院
“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初中学生社会实践成果
展示活动的参赛项目。

为了探究果蔬保鲜的新方法、新途径，队员
们设计小实验，探究家庭常用保鲜方法的科学原
理，撰写实验报告，从而得出不同类型果蔬的最
佳保鲜方法，并尝试探究更好的保鲜途径。实践
过程中，孩子们不仅进行了严谨的实验操作，还
走进社会，进行了丰富的走访调查。

学生们走进孙家集街道的冬暖式大棚，通过
与农艺师及菜农交流，了解有关蔬菜大棚的技
术。学生走进寿光市蔬菜高科技示范园，与工作
人员交流，感受科技与蔬菜的密切联系。最终，
学生了解家庭果蔬保鲜的常用方法，完成了社会
实践报告。

“现在学生们制作的精美家庭果蔬保鲜魔
法卡已经在家庭中推广使用，让社会实践研究
结果回归生活。这样一个过程，对培养学生综
合素质有很大帮助。”世纪教育集团总校长张
照松说。

素质教育
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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