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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磊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曲东波 张晓慧

4月24日，记者来到位于淄博市张店区湖
田街道办事处的淄博翰祥化工有限公司，发现
厂区大门紧闭。作为湖田街道最后一家“碳酸
钙”企业自上月底彻底停止生产后，除了几名
管理人员，工人们也都已陆续离开。如今，张
店区湖田街道“碳酸钙”产业历史画上了句
号。

改革开放后，全国上下各行各业百花齐
放，特别是建筑行业大兴土木，在这种客观环
境下，许多“碳酸钙”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
现。湖田街道东部多丘陵，“碳酸钙”储量丰
富，应运而生许多“碳酸钙”企业。据统计，
上世纪90年代高峰期，原湖田镇辖区26 . 8平方
公里土地上就有大大小小50多家“碳酸钙”企
业，这还不包括一些没有任何手续的违法生产
点。

附近村民王友祥回忆，那时候山上到处都
是小工厂，有村集体兴办的，也有个人自己开
办的，甭管大小，只要生产出来就不愁卖，卖
了就能赚不少钱，村里早年很多发家致富的
“能人”都干过这一行。

“碳酸钙”生产曾是此地“胜景”，“粉
尘遍地，灰蒙一片”是很多人对“碳酸钙”企
业的第一印象，厂区内到处积攒着厚厚的粉
尘，生产工人大多戴着口罩，护目镜，头发里
落满了白灰，见了面时常认不出对方是谁。

随着时间推移，曾经蓬勃发展的产业逐步
给周边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在加工生产过程
中，很多石灰废料放料、卸料缺少围挡和除尘
设施，再加上泡石灰的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大量
无组织排放，四周遍布粉末，风力大时飘散得
更远，一个个“碳酸钙”企业变成了卫星地图
上散布的白色污染点，再加上运输途中物料的
散落，往往是“一骑绝尘”弥漫而去。夏季赶
上大雨，石灰泥浆更是肆意流淌，导致周边土
壤碱化，经取样检测，污染严重的地块PH值
高达13，属强碱性。山体被挖掘破坏，树木在
强碱环境中难以存活，空气里的粉尘异味越来
越大。

随着诸如此类环保生态问题凸显，周边村
民对该行业的态度从支持变成了抵制。

2015年12月，淄博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
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淄博市委关于
制定淄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在大气治理方面，确定集中组
织实施“绿动力”提升工程，调整优化能源结
构，降低污染物排放，实现环境空气质量全面
改善。在这一政策的推行下，湖田街道面临着
巨大压力。一方面在全市、全区生态环境治理

工作中承担着重要任务，必须责无旁贷完成；
另一方面如何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让这些曾
为区域经济发展建设作出贡献的“碳酸钙”企
业有序退出舞台，成为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

“上马容易下马难，鼓励建设的时候遍地开
花，迅速投产。如今实施关停淘汰，企业主们抵
触情绪很大。”张店区湖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左
登峰介绍，街道召集企业主们开会讲明政策，把
事理说清，然后挨家企业做工作，帮他们想办
法、谋出路。后来，企业主们也都逐渐理解了，政
府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是为了让市民有一个好
的生活环境，是为了经济更健康地发展，与自己
的小利益相比，广大老百姓的利益更重要。

在街道相关负责同志的努力付出和实打实
的政策奖励下，“碳酸钙”企业主们开始停止
生产，并拆除设备。2016年，关停“碳酸钙”
企业30余家，仅保留了8家具备一定资金实力
的企业，进行改造提升和订单回笼，2017年3
月，最后8家陆续关停，曾经的“碳酸钙”大
户湖田街道彻底告别这个产业。

“淘汰旧产业是政府对改善群众生存环境
作出的庄严承诺，感谢这些企业曾经作出的努
力和贡献。同时也期待各类新能源、新材料企
业不断进驻，为辖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湖田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永财表示。

截至目前，湖田街道对辖区开展全面摸底

排查，对辖区东部区域247家南部区域106家企
业、单位分别建立整治提升、关停取缔台账，
明确完成时限、责任人，确保年度环保和治理
任务按期完成。下一步该街道还将对前期排查
的无环保手续的企业与环保部门逐一甄别，无
法补办手续的坚决予以关停。做好对已关停企
业的回头看工作，防止反弹。对其他行业企业
进行拉网式排查，力求全部过一遍“筛子”，
对环保手续不全的单位关停整顿，对环保设施
不全的单位限期整改，对大门落锁且疑似存在
生产经营活动的闲置院落进行登记备案，形成
问题台账，要求村居及网格员加强监管。

3月底，淄博翰祥化工有限公司彻底停产———

张店告别“碳酸钙”时代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闫盛霆 李蕾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今年以来，淄博市淄川区认

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从严治党的新部署新
要求，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规范党内
政治生活，持续深化作风建设，切实为现代化
新淄川建设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组织、能
力和作风保证。

思想建党，用学习教育为党员干部“壮骨
补钙”。开展“讲吧——— 微讲堂”活动，党委
书记讲党课，班子成员讲心得，中层干部讲业
务，打造理论学习全员参与模式。创办《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参阅》，每周1期，通过
提供丰富理论套餐，供中心组学习参阅。实施
中心组学习“提升工程”，全面提升中心组学

习规范程度。印发《2017年度全区干部教育培
训计划》，举办淄川区党务干部党性教育培训
班等7个班次，培训党员干部1200余人次。

管好“领头雁”，抓牢领导班子和干部队
伍建设。研究制定《淄川区领导干部实名推荐
干部人选暂行办法》，进一步拓宽干部推荐渠
道和选人用人视野，提高推荐质量。由区委组
织部各副部长带队到各镇街道、区直部门单
位，与不同层面的干部群众进行谈话，及时掌
握干部队伍的思想状况。同时，加强年轻干部
培养锻炼，下发《关于遴选淄川区党的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通知》，明确了遴选
计划、范围、条件和程序。

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
织。目前，第一书记共走访党员2220名、群众

3450户，帮助群众解决难题260多件。同时，加
大资金支持保障，按时足额发放第一季度工作
经费和各项补贴104 . 65万元。抓好“两新”组
织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全区549家非公企业
中417家建立党组织，255家社会组织中250家建
立党组织，职工50人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专
职人员15人以上的社会组织都有党员，职工100
人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专职人员30人以上的
社会组织都建立了党组织。

敢于较真碰硬，持续深化作风建设。重点
针对全区党员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省
委实施办法和市委落实意见以及“为官不
为”、庸政懒政怠政等方面的问题，坚持“抓
早抓小，常态长效”，构建媒体参与的常态化
作风监督平台。制定出台《淄川区干部作风突

出问题发现机制的实施办法》，建立部门单位
自我检查、人大工作监督、政协民主监督、职
能部门专项工作督查等多种发现问题的渠道。
建立问题报送制度，及时搜集干部作风问题线
索，分类汇总形成工作台账，定期对相关问题
进行分类处置，对重要案件线索交区纪委处
理。

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修订全区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细则，将自办案件完成情况
列入“两个责任”考核重要指标。制定《关于
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的实施意见(试行)》等一系列文件规定，进一
步规范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流程，对问题线索建
立“函询+调查”模式，加强各类问题线索的
督促办理，提高成案率。

淄川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贺玉静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19日博山区妇联举办了博

山区“新农村 新生活”暨基层妇女干部能力提
升培训班，邀请到市妇联副主席许艳萍、全国三
八红旗手，池上镇泉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吴圣霞和省妇联《祝你幸福》杂志社资深讲师
王俊升等授课，各镇、街道、开发区妇联主席，
村(社区)女书记、女主人，村(社区)妇联主席或
副主席共360余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上，许艳萍向参会人员详细讲解了基
层妇女干部的工作职责和任务；吴圣霞从泉子村
的发展思路、发展过程和发展变化等方面给大家
讲述了自己如何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王俊升以丰
富的实例、幽默的语言为大家详细解读了反家庭
暴力法。培训结束后，基层妇女干部们纷纷表
示，通过培训，知识丰富了，思想解放了，目标
明确了，做好妇女工作的信心增强了。

博山举办

基层女干部培训班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23日，记者获悉，淄博市

博山锦隐民俗博物馆、高青玉明民俗博物馆、淄
川区三顺民俗陶瓷博物馆、高青国井一九一五酒
庄博物馆等4家非国有博物馆获得山东省文物局
备案。

据了解，博山锦隐民俗博物馆坐落于博山区
白塔镇颜北路，主要功能在于民俗文化特色展
示；高青玉明民俗博物馆坐落于高青县温泉花
乡，展示、传承高青民风民俗文化；淄川区三顺
民俗陶瓷博物馆坐落于淄川区洪山镇车宋村，主
要是进行淄川民俗、陶瓷等展示；高青国井一九
一五酒庄博物馆坐落于高青县经济开发区北一
路，用于展示白酒储藏、发酵等工艺。截至目
前，淄博市获得省文物局备案的非国有博物馆达
到34家，涵盖陶瓷、琉璃、钱币、奇石、红木、
课本、老电影、酒文化、金石拓片、民俗、饮食
等诸多门类。

非国有博物馆是博物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国有博物馆的重要补充，填补了博物馆类型
上的空白，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

淄博新增

4家非国有博物馆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赵科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23日，记者获悉，为促进

下岗失业人员充分就业，更好地满足企业的用工
需求，近期就业办组织5家企业走进淄川区齐信
职业培训学校开展“送岗位进学校”活动。

淄川区齐信职业培训学校是淄博市失业人员
定点培训机构，活动中，企业就用工需求、工资
福利、企业发展等学员关心的问题与学员进行了
面对面的交流，某设备制造企业甚至开出了每月
6千元的高工资，吸引学员积极报名。

今年以来，淄川区就业办通过开展各类招聘
会、企业“订单式”培训、发布各类招聘信息和
创业培训等工作，先后培训下岗失业人员2133
人，为求职人员提供就业岗位9500多个，达成就
业意向5000多人。同时努力创新服务方式，此次
活动是淄川区就业办公室开展“送政策进企
业”、“送培训进村居”、“送岗位进学校”三
送三进系列活动之一，通过活动为企业搭建用工
桥梁、为求职者拓宽就业渠道，实现求职者与企
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全力助推淄川区经济转
型升级。

淄川开展

“送岗位进学校”

□刘磊 刘玲 张智 报道
4月23日，为了倡导全民阅读，营造文明和谐氛围，淄博市张店区科苑街道漂流书亭“华丽亮相”丽景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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