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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王延芳

近日，记者骑上单车，开始了滨城一日
游。一条条干净整洁的街道，一个个秩序井
然的市场，一幅幅传播文明的宣传画……所
到之处，无不令人心情舒畅。

三年来，滨州市滨城区坚持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围着民生转，从改善市民衣食住行的
细节入手，从解决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着
眼，让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伴随而
来的是城市内涵和市民素质的大提升。滨城
区委书记张宝亮说：“创城不只是为了一块
牌子，而是以创城促民生，让群众得实
惠。”

王老汉出门不打怵了

“以前不光车塞着大门，出门还得踩着
水，现在我出门再不打怵了！”在油区办家
属院，81岁的王守峰与记者攀谈起来。他家
紧挨六街市场，买菜倒是方便，但出门难，
批发货品的车经常堵在家门口，卖水产的顺
手就把脏水倒在地上，整个环境脏乱差。

“对于六街市场,市民是又爱又恨。”北
镇街道六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郭建民说。该
市场始建于1991年,几次扩建形成大型规模，

集蔬菜、水产、肉蛋畜禽、干鲜果品于一
体。有经营业户1300多户。但由于规划管理
滞后，市场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活禽宰
杀没有专门区域，熟食商位设计没有防蝇设
施，水产商胡乱排放脏水，加之市场人流量
大，卫生管理跟不上，整个市场污水横流、
垃圾遍地、臭气熏天。

整治决定由政府买单，不收经营业户一
分钱。一个多月后，六街市场“涅槃重
生”，市场日人流量增长到2 . 5万-3万人，
日营业额上升到3000多万元。

除了六街，在创城期间，滨城共集中整
治了20处重点农贸市场，其中9处为新建改
建，11处为规范提升。

李大姐没了夏天的烦恼

“以前进了四月就不敢开窗户，现在不
怕了。”家住黄河一路鸿泰小区的李青，谈
起露天烧烤就头疼。以前，黄河一路是有名
的“烧烤街”。每到天气转暖，烧烤盛行，
烟雾缭绕，垃圾遍地，噪音扰民，附近许多
居民夏天直接不敢开窗户。

作为城区，滨城餐饮市场活跃，露天烧
烤尤为突出。创城之初，全区有烧烤经营业
户400余户，集中分布于城市干道两侧及居
民区周边。业户超范围、超时间经营，且多

数使用炭火，无油烟净化设备，成为群众反
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到了夏天，我们接
到投诉电话中，多是露天烧烤，群众意见很
大。”滨城执法分局局长宋纯杰说。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滨城在全区启动
了露天烧烤综合治理。

堵治标不治本，疏才是长远之计。在加强
整治的基础上，滨城积极规划建设烧烤集中
疏导点。很快，建成了南杨、彩虹湖等五处集
中烧烤经营点。业户集中、规范经营，既解决
了油烟污染、噪音扰民，也有效满足了市民需
求。为提高业户积极性，滨城出台奖补政策，
对进店、进院、进集中点规范经营且更换环保
型烧烤炉具的连续两年给予5000元资金补
助，受到业户欢迎。露天烧烤治住了，乱搭乱
盖等城市“五乱”也大大缓解。

张大妈的安居梦成真

“这是卧室，这是客厅，你看看我养的
花……”在桃李幸福家园小区，70岁的张希
珍兴奋地领着记者参观她的新居。张大妈是
市东街道桃李居委会人，这次棚改，张大妈
和老伴共分到了三套楼房，老两口住一套，
租出去两套。告别脏乱差的棚户区，住进宽
敞明亮的楼房，还有了稳定收入。

“这样的好日子在几年前，真不敢

想。”张希珍说。桃李居委会是个城中村，
道路破烂不堪，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三大堆”臭气熏天，村牌面积有限，
居民把院子里挤了又挤，盖满了房子。群众
眼望着周边栋栋高楼拔地起，却没有自己的
一套房，心有埋怨。

通过棚改，建成了5栋17层居民公寓楼
和2层2400平方米沿街商业楼的安置小区。去
年，300多户居民喜迁新居。

作为市辖区，滨城棚改任务艰巨。2015
年以来，滨城区加快棚改步伐，两年共完成
棚改项目24个，改造面积81 . 58万平方米，
改造户数3242户。今年，该区又出台了《棚
户区改造三年集中攻坚实施方案》，将对辖
区符合条件的村（居）实施棚户区改造三年
集中攻坚。届时将有更多居民像张希珍一样
圆了安居梦。

创城，人人参与，人人有份。近来，大
街小巷的“红马甲”越来越多，他们身穿
“滨州志愿者”字样的红马甲，打扫卫生死
角，清理“小广告”，还劝导不文明行为，
受到市民的赞扬。这些“红马甲”是来自全
区88个文明单位的志愿者，滨城区“红马
甲”人数已经远超万人。在全区设立善行义
举四德榜650余个，传播凡人善举，弘扬社
会正能量。“文明滨城”的品牌越来越深入
人心。

以创城促民生 让群众得实惠
——— 滨城创城小记

□本报记者 董卿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李建 赵亚男

对“老宝”来说，每个周六都是收红包
收到手抽筋的日子。

4月22日，又是周六。上午8点半，“老
宝”在朋友圈贴了两张猪肉的照片，配文
“吃肉喽！”于是微信上的订单不断。不到
两个小时，320斤猪肉以每斤16元的价格销售
一空，共收到红包5000多元。

“老宝”是村里人给起的名。他原名
叫赵树宝，今年45岁，是招远市温泉街道
横 掌 赵 家 村 村 民 。 虽 然 名 字 里 有 个
“ 宝 ” ， 这 些 年 来 ， 他 活 得 却 像 棵
“草”：父亲40多岁时患胃癌去世，母亲
高血压、冠心病缠身，一年的医药费就得
一万多。哥嫂也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留下
一个儿子，“老宝”当亲儿子养着。两口

子养活两个男孩，还要照顾年迈多病的母
亲，这家人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

“考虑到赵树宝会养猪，村两委和第一
书记经过反复研究，又征求他的意见，决定
帮他把养猪场建起来。”村党支部书记赵树
忠说，“老宝”一家的脱贫一直是他的一块
心病。2015年，赵树忠和几个村干部自掏腰
包，“老宝”自己筹了一部分，又联系企业
赊购一些猪崽，终于帮他把养猪场建起来
了。

以前家里穷，只能养一头猪。突然扩大
到20多头，“老宝”浑身的劲终于有处使
了。为了养好猪，他没白没黑地干，吃住都
是养猪场旁边的小屋里，现在他的养猪场已
经发展到90多头。“要不是村里帮忙，我干
一辈子，也难发展到这么大规模。”“老
宝”提起这茬，就想抹眼泪，以前的日子，
真是穷怕了。

刚开始，“老宝”也像普通养猪户一样养
猪，价格受市场影响比较大，也常有波动。后
来赵树忠给他出主意，让他放弃饲料，用粮食
和草料喂养。“用的都是自家玉米，还有豆
粕，上山打的草。”“老宝”说，以前用饲料
6个月就能出栏，现在喂粮食得10个月。时间
长了，肉质却上来了，又有了早年间的醇厚的
“老味道”。

后来，儿子又给他出主意，教他用微
信，在微信上卖猪肉。“一开始卖得不多，
就几个人买了尝尝。一吃就吃中了，成了长
期客户。”“老宝”为了让大家买得放心，
到正规的屠宰厂宰杀，各种手续都有。为了
方便销售，不管前腿、后腿，一律卖16元。
他还开发新产品，专门学习做烤肉，也很受
欢迎。

“现在村里好几个养猪户，看我这样卖
得好，也想用我这种方法养猪。”“老宝”

为此成立了“招远市老宝养殖专业合作
社”，自己由贫困户变身为了理事长。他准
备把自己的喂法和销售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村民，“我有今天，全靠村里扶持，要带
着大家一起富。”

在“老宝”的养殖场后边有一片荒地，
属于村里的两个贫困户。由于缺乏劳动能
力，收成一直很微薄。今年“老宝”把地从
贫困户手里流转过来，在每亩1200元的价格
基础上，又增加了300元。这片地，他准备
种上喂猪的上好草料美国黑油麦草，“这
样，既能节省成本，又能提高肉质。”

产业是脱贫的根本。横掌赵家村2014年
被定为省级贫困村，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同
时，该村把扶贫产业作为重点发展。在村里
帮助下，赵金亮办起了养牛场，出栏一头牛
能赚2500多元。武桂莲办起了养羊场，几十
只羊长势喜人。村里还流转贫困户土地，打
造“城市菜园”，租给城里人，每亩3300
元，养猪户的猪牛羊粪还可以卖给菜园……
沿着村中的水泥路，随处可见的扶贫产业项
目，都已开花结果，让人欣喜。

“老宝”养猪记

□本报记者 肖芳

一边是建设用地指标紧张，不少好项目
排队等待落地；一边是部分企业用地供而未
用或供多用少，土地资源处于“沉睡”之
中——— 城镇化进程中的这一矛盾如何破解？

即墨市自去年9月以来，启动土地“唤
醒”行动，开展盘活闲置和低效利用土地工
作，探索出政府收回、嫁接改造、腾笼换鸟等
多种土地“治闲”形式，取得明显成效。

5月5日，记者在即墨市通济新经济区姜
夏路以北看到，总投资5亿元的三菱重工海
尔空调机项目基础施工已基本结束。然而，
就在两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闲置时间超过
8年、杂草丛生的空地。

通济新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祝合丰介
绍，2009年，青岛一家日化企业曾通过招拍
挂取得该宗地块的使用权。但是由于市场不
景气，原本准备建日化生产基地的这块土地
一直没有破土动工。去年下半年，即墨通过
自有融资平台，以1 . 49亿元的价格将这宗占
地305亩的地块收回，然后将之拆分成为154
亩、151亩两宗地块，分别引入三菱重工海尔
空调机项目和海尔健康产业园项目。

三菱重工海尔空调机项目经理鄢敬周
表示，该项目将建设约8万平方米的厂房及
附属设施，主要从事商用、家用中央空调的
研发、制造和销售。项目预计2018年3月投产，
届时可实现年产值30亿元、销售额35亿元，
年利税2亿元，解决就业1000余人。

“盘活这宗闲置土地，不仅解决了日化企
业的历史债务问题，还引进了海尔集团的优质

项目，提升了区域发展格局。”即墨市国有资产
运营服务中心副主任陈作论介绍说，以三菱重
工海尔空调机项目的落户为开端，即墨市政府
与海尔集团陆续展开合作，双方现已签订框架
协议：未来几年内，海尔将有健康产业园、云谷
小镇等10余个二产、三产项目落户即墨。

除了闲置土地苏醒再生“金”，即墨一些
闲置厂房也重获“新生”。

位于即墨市黄河一路的青岛服装工业
基地内，前期入驻企业青岛晨龙包装有限公
司，曾有一处4000余平方米的厂房，闲置多
年未曾投入使用。园区管委会在招商引资过
程中，积极引导晨龙公司对闲置厂房进行了

改建装修，用于接纳新项目入驻。去年，经管
委会牵线搭桥，晨龙公司闲置厂房成功租赁
给“世界500强”企业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
旗下子公司——— 青岛住丰世茂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该公司从签约入驻到正式投产，仅
用了区区两月时间，现已建起全国第一个

“丸粒化种子”生产基地，年产量40亿粒，年
产值约1000万元。

“如果我们自己新建厂区和生产车间，
至少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这么快就投产根
本不可能。”住丰世茂总经理岳兴表示，项目
之所以选择落户青岛服装工业基地，现成的
厂区、厂房可以说是关键因素。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工业园区企业
发展状况往往参差不齐，难免会出现占而不
用、供而未用、供多用少等土地闲置问题。”
青岛服装工业基地管委会主任于水友表示。
在盘活闲置土地过程中，服装工业园区探索
出一条“零增地招商”的新路径——— 通过采
取“挤、挪、并、腾”等办法，将闲置土地和厂
房转给急等用地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的项
目，既能提升企业经营效益，也有利于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动能转化。截
至目前，服装工业基地已处置闲置土地12宗
415亩，“零增地招商”新落户项目17个，总投
资额逾15亿元，年增加产值27亿元。

这只是即墨土地“治闲”工作成效的
缩影。据即墨市国有资产优化处置联席会
议办公室统计，去年9月至今，即墨已盘活
闲置和低效利用土地31宗2431亩、房屋16宗
23万平方米。其中，今年一季度，盘活闲
置和低效利用土地12宗1544亩、房屋6宗14
万余平方米。在这些被“唤醒”的闲置土
地上，22个新引进的产业项目已经蓝图初
现或正式投产，一度闲置的国有资产再次
焕发经济活力。

成绩得来不易，需避重蹈覆辙。为避免
“醒”来的土地再次“沉睡”，即墨多方探索土
地“治闲”长效机制。例如，青岛服装工业园
引入网格化管理理念，建设“一网一系统一
地图”——— 园区信息化平台网、园区综合管
理系统 、园区 电 子 地 图 ，然 后“ 请 地 入
网”——— 将园区内所有土地、厂房利用信息
全部纳入网内，定期调查摸排，实现精准摸
底、动态监测、及时处置。

盘活2400余亩闲置土地 引入22个产业项目

即墨“治闲”唤醒“沉睡”土地

广告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黄超 谢美慈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赵艳是枣庄市台儿庄区邳庄镇后石佛村

2016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在近日台儿庄区举行的“爱心贷”
救助金发放仪式上，她和其他11名特困户代表每人领取了
1000元的救助金。

据介绍，今年台儿庄区剩余未脱贫人口639户1359人，多数
是老弱病残，脱贫难度较大。对此，该区创新推出了“爱心贷”
小额扶贫信贷产品，镇（街）政府、贫困户与爱心企业三方签订
帮扶脱贫协议，承贷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将利息
优惠额及财政贴息资金作为救助金，按年度发放给有重大疾
病或遇重大灾害的特困户，并优先为其提供就业岗位。

枣庄鑫金山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是研制、生产破碎机设
备的专业厂家，今年4月份，公司主动承担社会扶贫责任，与
台儿庄区建设银行对接，办理了500万元的“爱心贷”，发放
救助金10万元，帮扶特困人口100名。截至目前，该区金融部
门向区内4家爱心企业发放“爱心贷”4笔共660万元，累计发
放救助金22 . 8万元，帮扶特困人口228名。

□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冯萍 姜乾相 毛锐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24日，在淄博市张店区鲁中蔬菜批发

市场，不少淡水鱼销售业户门前挂上了“鲁中淡水鱼行业自
律小组成员”的牌子。消费者从这里购买了鱼都会拿到一张

“一票通”，凭借这张卡纸，就能通过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查到
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和质量安全信息。

鲁中蔬菜批发市场的淡水鱼行业占整个淄博淡水鱼市
场份额的80%，为让广大市民吃上放心鱼，在车站办事处
及食药所的帮助下，淡水鱼行业批发商自发建立起“鲁中
淡水鱼行业自律小组”，自律小组成员签订水产品质量承
诺书，自愿遵守水产品自律公约，成员之间互相监督，对
销售掺假、伪劣产品的小组成员摘牌处理。目前，小组成
员已达到13家，囊括了市场全部淡水鱼经营大户。据悉，
这样的淡水鱼行业自律组织为全省首家。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王贺 报道
本报嘉祥讯 “你们村集体收入一年有多少，是否都公

开？”“低保户是怎样选出来的，名单张榜公示了没有？”5月5
日，嘉祥县委巡察组工作人员在纸坊镇辛庄村巡察时，向村
民详细询问道。

2017年，嘉祥县委开展对村巡察，修订巡察工作办法，
完善配套制度，成立巡察专门机构，制定详细工作方案，全
力推动村级巡察顺利开展。

“结合今年脱贫攻坚任务，我们以精准扶贫工作作为切
入点，巡察各项惠民政策、扶贫政策是否存在落实不到位、
执行走样等问题，督促职能部门、乡镇切实把各项政策落实
到位、不走样。”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李民说道。

目前两个县委巡察组实地查看现场76处、当场提出整
改建议110余条，解答群众相关政策咨询140余人次，对当前
巡察中发现的7起违纪线索，已移交县纪委处理。

台儿庄“爱心贷”

帮扶特困户脱贫

全省首家淡水鱼

行业自律组织在张店成立

嘉祥：巡察到村

让村务在阳光下运行

□李剑桥 王剑 报道
本报阳信讯 搅拌机隆隆作响，施工工人紧张作业，

1500多平方米的田张村村民健身广场再过五六天就能交
付使用。“现在村里修了新的健身广场，等广场修好了我
们就能正儿八经组织姊妹们好好跳广场舞了。”田张村村
民劳爱玲说，她在前不久刚刚被选为村广场舞队的队长。

前不久，滨州市首家村级体育总会在田张村正式成立，
该村还同时成立了村老年人体育协会、门球协会、广场舞协
会、太极拳协会、乒乓球协会和象棋协会，采用村级“体育总
会+单项体育协会+人群体育协会”的体育健身组织网络进
行建设。

阳信县田张村

成立体育总会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李振宇 报道
本报荣成讯 随着气温回升，鲍鱼迎来南北转场的最

好时节。5月9日，记者在荣成寻山街道青鱼滩码头看到，
工人们正忙着从船上卸载福建“北上”笼装的鲍鱼，然后
用渔船运往养殖区放养。这次“转场”从4月下旬开始，
一直持续到5月中旬，共运送寻山集团南下越冬归来的鲍
鱼500多万头，福建北上避暑的鲍鱼6000多万头。

记者了解到，寻山集团在桑沟湾海域拥有2500多亩的
鲍鱼海上牧场，其中1500多亩租给福建养殖户用于夏季鲍
鱼避暑暂养。福建转场鲍鱼要比未转场的鲍鱼提早半年上
市，经济效益明显，与传统养殖方式相比，6000多万头鲍
鱼一个养殖周期可增加利润1亿多元。

荣成鲍鱼

“南征北战”身价增

□肖芳 报
道 即墨市通济
新经济区在闲置
土地上引入三菱
重工海尔空调机
项目，基础建设
已经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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