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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李月 杨绍磊 报道
本报禹城讯 “这笔支出入账凭证与电子收支表不符，

存在记账不规范现象，建议您马上修正。”3月20日，禹城市
李屯乡审计站站长韩翠翻开东城街道纪庄村财务记账凭
证，在经过认真核对后，当场指出问题。这是禹城市开展
“交叉审计”的一幕。

3月6日，禹城市启动了乡镇（街道）审计站人员异地办公、
交叉审计，计划利用6个月的时间，对2015年以来已审计过的
721个村的村务财务开展“回头看”，重新整改完善；对未审计
过的285个村，严格按照新标准、新程序、新要求进行审计。

“以往属地审计中容易出现人情干扰、干部干预等审计
漏洞，为了规避这一问题，这次我们率先在德州开展村级审
计督察工作试点，实行异地交叉审计，为的就是通过把村务
财务、经济活动、为民服务、党建工作等情况彻底审清楚、查
明白，解决好影响村级运行的突出问题，促进党员干部服务
水平进一步提升。”禹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建军介绍，
此次交叉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村级审计、党务工作督察两
个方面和村务财务、经济活动、为民服务和党建工作四项任
务，重点对村级财务收支和债权债务情况、上级惠农政策资
金落实情况等8个方面问题进行审计督察。

审计督察工作试点中，禹城组建专门办公室和3个督察
工作组，每组联系4个乡镇（街道），负责巡回督察。同
时，加强对村级审计督察工作指导和监督。在乡镇层面，组
建相应的工作督察组织机构，按标准建设党建办、审计站、
经管站办公场所，按要求配齐配强“一办两站”工作人员，
专门加强自查自纠。截至目前，已对3个乡镇开展了异地交
叉审计，对查实的报账不及时、白条入账、财务不规范等5
类问题进行了及时整改。

禹城试点
村级审计督察
异地交叉审计堵住监管漏洞□记者 任松高

通讯员 李钟芸 报道
本报荣成讯 3月21日，记者在位于荣成市

区的公共自行车三中南服务站点看到，15辆崭
新的蓝绿自行车排列整齐，锁在车桩中，印在自
行车上的“自由呼吸 自在荣成”城市形象标识
清新醒目。每个站点配备电子服务器，可查询站
点信息、借车以及还车信息等，如市民所在站点
无车可取或无空位供还车，市民可查询附近哪
个站点可取车或还车。

记者正巧碰到了家住在附近小区的肖可玉
要骑自行车出行，只见她拿出手机支付宝扫一
扫自行车上的二维码，按要求完成相关步骤，自
行车自动从车桩上解锁了。“我在成山大道开
店，成山大道是市区的主干道，早晚高峰开车经
常堵车。现在好了，家门口和店门口都有站点，
骑车20多分钟就到了。”肖可玉说。

据了解，公共自行车是供市民和游客共
享使用的，可通过办理借车卡或使用支付宝

扫码借还自行车，90分钟内免费，超出的按
每小时1元收取超时费。荣成市城建局副局
长闫长青说，“由于荣成的公共自行车完全
是惠民工程，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入一分钱。

之所以设置借车费，也是为了让车辆流通起
来，避免被少数人占用。”据了解，该市自
去年7月推出公共自行车以来，现有租赁站
点18个、车辆270辆，至今已有超过1 . 6万人

次使用，日借车量平时一般在100次左右，
周末可达300多次。

荣成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只有相关维护人
员17人，不过目前为止未出现车辆丢失和损
坏的情况。除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外，更得益
于荣成文明诚信的社会风气。在荣成，每个
社会成员都有“诚信身份证”，所有不文
明、不道德等法律涵盖不了的行为，全部纳
入诚信管理，直接和评先选优、单位录用、
政府贴息补助等挂钩。闫长青说，公共自行
车领域更是如此，市里给予2A级以上信用等
级的市民免交200元保证金的奖励，A级及以
上信用等级，每张卡单次借车1 . 5小时内免
费。B级、C级逐次递减借车时间，让诚信文
明的群众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据了解，该市预计年底公共自行车站点将
扩容到32个站点，计划三年内建设服务站点64
处，配备自行车1664辆，整个系统建成后，市区主
要街道和小区附近都会建有服务站点。

信用等级高 免交租车押金
荣成公共自行车1 . 6万人次使用无损坏丢失

□记者 董卿 隋翔宇
通讯员 李雨浓 常晟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938年出生的烟台芝罘区

市民于盛学，已是年近80岁的老人，但每逢他
所在的通伸街道西炮台社区有爱心公益活
动，这位热心的老人都会活跃在活动现场。截
至目前，“日行一善”的他已为灾区、社会捐款
20多万元，持续资助了203名困难学生。

“芝罘区大力倡导‘微公益’的形式，即
‘举手之劳 日行一善’的微公益理念，倡导
大家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奉献
爱心、传承美德，变大规模的集中活动为零打
碎敲、单兵作战的小范围服务，增强活动组织

的灵活性和群众参与的便捷性。”芝罘区文明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芝罘区志愿者目前突破10万人。
自2012年以来，芝罘区整合全区志愿服务资
源，坚持专业化、项目化、阵地化、常态化开展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打造“善行芝罘·微公益”
志愿服务品牌。

该区成立了区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形成
了“区—街—居”三级联动、多部门参与立体
式组织架构。在工作推进中，区志愿服务指导
中心先后组建以道德模范为主要力量的“道
德先锋志愿服务队”、全省首个以个人姓名命
名的“安立盛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等10支直属

大队。目前，“善行芝罘·微公益”品牌建设初
具规模。

具体运行中，芝罘区坚持因势利导，鼓励
基层创新志愿服务方式，结合自身实际灵活
开展各类服务活动。在此基础上，该区还构建

“1+N”模式，力促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提档升
级。“所谓‘1+N’模式，是指围绕1个品牌，开展
N项活动。即围绕‘善行芝罘·微公益’这个志
愿服务品牌，组织开展以‘关爱他人、关爱社
会、关爱自然’为主要内容，涵盖走访慰问、敬
老助老、绿色环保、文明交通、扶贫助残、医疗
保健、法律援助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芝罘
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

2014年，芝罘区围绕推动志愿服务项目
化运作提档升级进行积极探索，研发出科学、
高效的管理平台——— 全区志愿服务网上管理
系统。2015年，该系统APP软件正式上线，实现
了志愿服务电脑端和手机端的同步管理。数
据显示，芝罘区目前已设立“善行芝罘·微公
益”志愿服务活动实践基地40余处，设置便民
利民志愿服务点200多个，年均开展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1000余场。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获得者孔德娟、全国志愿服务“四个100”
最美志愿者获得者安立盛、山东省志愿服务

“四个100”最美社区——— 西炮台社区、大海阳
社区等一大批芝罘好人和先进单位。

“微公益”品牌释放“1+N”效应
芝罘区志愿者突破10万人，年均开展服务活动1000余场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及
大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高雷 报道
本报邹平讯 近日，浙江谊科、山东万通

金属等七家铝加工行业的巨头同日进驻邹平
魏桥铝深加工产业园，总投资近百亿元。

据了解，七家产品涵盖铝型材、幕墙板、铝
模板、电力电缆、复合材料等多个领域，都是当
前流行、时尚、前沿、高端的产品。其中，山东万
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投资30亿元，年产30万吨
高档彩涂幕墙板项目，已进入施工阶段；广东佛
山安邦得投资30亿元，建设年产20万吨高档铝
型材项目……七家企业经营规模、产业层次、研
发水平皆处于全国同行业领先地位。

“发挥魏桥创业优质铝水资源的后发优
势，利用3-5年时间，打造价值链趋向高端、产
品链趋向终端、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新型产
业体系，建设名副其实的‘世界铝谷’。”邹平
县委书记皮台田掷地有声。

建设“世界铝谷”，邹平有资格。目前，邹
平县拥有年产800万吨氧化铝、366万吨原铝的
生产能力，原铝产能超过全国的1/10，山东省
唯一一个以铝精深加工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示范基地落户邹平。

辖区内魏桥创业集团是世界最大的铝生
产企业，拥有世界上技术装备水平高、自动化
程度高的熔铸、热轧、冷轧、精整生产线；创新
金属是世界最大的铝合金材料生产企业，拥
有世界先进的德国双室熔化炉技术和emp泵
铝液循环技术；创辉科技高强超导铝合金线
缆创造了全国跨越黄河输电线路电压等级、
单跨距离、跨越塔高度、放线张力等多项纪
录。45平方公里的铝产业基地积聚涉铝骨干
企业25家，2016年产值达到了1247 . 5亿元。目标
是力争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打造2000亿级的
铝产业集群，争创国家级轻质高强合金新材

料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
铝业是邹平的“金字招牌”，可原材料级

产品比重较大，终端产品偏少，产业层次低也
是邹平“心病”。

“铝棒的附加值在350元左右，铝型材的附
加值能达到3000元，高档彩涂幕墙的附加值则
能到7000到10000元，如果是电子材料则更高。”
滨州市铝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创新金属董
事长崔立新切身感受到铝产品巨大价差。

“目前，进驻魏桥铝深加工产业园的项
目，全是我们的下游客户。”魏桥创业集团董
事长张士平说，“我们正在协调建设铝产业综
合交易平台，必然会吸引众多铝业企业和上
下游伙伴参与其中，力争到2020年园区企业
达到20家以上，铝深加工产能达到200万吨，主
营业务收入突破500亿元。”

打开邹平的铝产业“链条”，不乏双零箔、现

代热敏印刷用PS和CTP版基、航天航空用高强
度铝材、轨道交通轻量化合金铝材、高端铝合金
轮毂、手机外壳铝合金材料等深加工产品。

创新是产业转型的必由之路。在发展铝
业的过程中，邹平先后成立了省高强高韧铝
合金新材料工程研究中心、省合金新材料自
动压铸工程实验室等，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沈阳铝镁设计院等20余所著名高校及
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技术合作关系。

自从2015年11月14日,在几内亚开采的第
一船铝矾土抵达烟台港，标志着一条自国外
矿山到国内工厂、集多式联运于一体的完整
产业链建成，到今年将回运矿石3000万吨。
魏桥创业董事长张士平说，雄厚的全球资源
保障，确保了魏桥创业集团在全国同行业的
“领跑”地位，也为邹平打造“世界铝谷”
奠定了基础。

邹平全力打造“世界铝谷”
七家铝加工行业巨头同日落户

□任松高 报道
排放整齐的荣成

公共自行车。

临淄推行
领导干部上讲台

□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张璇 曹元良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连日来，淄博市临淄区举办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专题培训班，10位区委领导干部轮流上讲台，联系
实际、深入浅出，全区1079名科级以上党员干部“补钙”又

“充电”。临淄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伟说：“领导干部‘上
讲台、当老师、显身手’，既促进了领导干部真学、真知、真
懂，又密切了基层党组织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临淄区积极探索干部教育培训新模式，按照“一
把手带头讲、普通干部轮流讲、专题分级讲”的原则，大力推行

“干部教、教干部”的领导干部上讲台授课模式，领导干部人人
上讲台，形成了以讲促学、以讲带学的良好风气。

为更好地推动领导干部“上讲台”，临淄区有的放矢
地制订培训计划，改变以往“听”“学”的常规模式，要
求领导干部亲自上讲台给学员讲授课程，促进干部教育培
训工作教和学的有机结合。课程设置上，密切联系本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做到发展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干部
缺什么就补什么。

为让大家“坐得住”“听得进”，临淄区建立主体班次跟
班制度，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选派人员跟班学习、跟班管
理、跟班督导，全程了解学员表现情况，以党性修养和贯彻

“十不准”规定情况为主要考核内容，对违反“十不准”规定
的，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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