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郜玉华

一处处低矮潮湿的棚户区，被一栋栋
宽敞明亮的新楼房取代；从前狭窄逼仄的
小巷，正变身为商业综合体……史无前例
的棚改规模，让菏泽市牡丹区旧貌换新
颜，更让数十万棚户区居民圆了几十年来
的“安居梦”。

2016年，牡丹区累计完成棚改征收1 . 8
万户，拆迁面积283万平方米，新开工、在建
和竣工面积分别达到160万平方米、510万平
方米和240万平方米。今年，牡丹区棚改计划
拆迁3 . 2万户，占全市棚改户总数的17 . 5%；
十大棚改片区具体分解为42个项目，计划拆
迁总面积386万平方米。

新家还在老地方

牡丹区刘菜园片区棚改项目涉及被征
收居民410户，这里的大部分居民“蜗居”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搭建的平房内，房屋结构
简陋，基础设施不完善，居民生活毫无品质
可言。征收拆迁时，该片区尊重群众意愿，规
划建设独立封闭的“刘菜园新村”，增强了征
收认可度和回迁归属感。76岁的居民刘安国
老人高兴地说：“这样好啊，新家还在老地
方，住着心里特踏实。”

牡丹区将危旧房屋列为改造重点，进一
步提升市民生活质量。位于城区的花都国际
项目涉及棚户区群众3600户，是菏泽重点打
造的棚户区改造试点工程，也是该市拆迁面
积最大、涉及拆迁户数最多的棚改项目，建
成后预计能容纳10万人同时办公及居住。目
前在建的9栋楼房中，7栋为回迁安置房。项
目一期、二期700余户被征收户，已经选好了
回迁安置房。

“在棚改工作中，牡丹区注重政策宣
传，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稳
定。”牡丹区委书记张福龙说，“我们实
施相关部门会战体制，最大限度凝聚棚改
合力，将所有项目都拉出了具体计划，明
确了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条件具备
便立即启动实施，确保棚改项目拆迁快、
建设快、回迁快。”

新家建得快 还要配套全

5月16日一早，牡丹区南城办事处双阳
社区居民武爱国来到正在建设的中达广场
项目，又看了看已经完成主体的新楼房。
这天，该项目的三栋回迁安置房主体封
顶，武爱国的“安居梦”又近了一些。
“棚改这事儿当然好了，在原来的破旧小
院落住了半辈子，现在做梦都想住上楼
房。”53岁的武爱国说。

2016年4月，旧房拆迁，9月回迁安置房
正式动工；今年4月16日，武爱国挑选了新
房，5月16日，回迁安置房主体封顶……“搬
迁了才一年，回迁安置房就快建设好了，我
们真没想到速度这么快，明年5月份，我们就
能搬进新房了。”武爱国高兴地说。

据中达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当年拆
迁、当年建设，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狠抓
进度，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回迁安置房全部
封顶。目前，一期所有拆迁户都已经挑选了
回迁安置房，提高了棚户区居民的满意度。
而且，新小区实现了道路、供水、供暖、供气
综合配套。

“通过棚户区改造，一批存在多年的断
头路得以打通，城市交通条件得以改善，城
市的通透性和微循环能力不断提高。”牡丹
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泽中说，“同时，棚户区
改造腾出的土地资源，预留给城区公共设施
和公共服务用地，特别是教育、医疗等公共
设施配套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教
育、医疗资源的均衡发展，让群众的生活更
加便利。”

新居重塑生活新理念

随着棚户区改造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
的棚户区居民离开了低矮简陋的老屋，即将
搬入崭新的高楼，乔迁的欣喜和崭新的生

活，一并朝他们袭来。棚户区改造在改变城
市面貌的同时，也重塑着人们的生活理念。

每天清晨，居住牡丹区御河丹城小区的
66岁老人何爱芹，都会从小区南门出来，在
环城公园边转一转，绿地环绕、碧波荡漾，让
人心情格外舒畅。2016年底入住的何爱芹
说：“原来没有早上锻炼的习惯，更没有现在
这样的居住条件。”

从2016年底开始，牡丹区牡丹街道办事
处桂陵社区的700余户棚改居民，陆续搬入
已经交房的御河丹城小区，开始了崭新生
活。比起搬迁之前脏乱差的环境，新居民小
区内部景观植物围绕，西临曹州牡丹园，东
依赵王河，足不出户就将美景尽收眼底。

和别家争着挑选低层住宅不同，55岁
的刘国庆选房时挑的是33层，用他的话
说：高层多好，视野开阔，每天打开窗户
往外一看，心情格外舒畅。他家的阳台上
摆放着一套茶具，没事儿的时候就喝喝
茶、看看窗外的风景。

现在，刘国庆是社区舞蹈队队长，每
天清晨、傍晚都会在小区的固定地点活
动。“原来舞蹈队找个地儿都难，现在阴
天下雨还可以到地下车库跳上一会儿。搬入
现代化的小区以后，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提
升了不少。”刘国庆说，“前些日子，我们社区
舞蹈队参加首届北京水兵舞公开赛，还取得
了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

还在老地方 却是新家园
——— 牡丹区加速棚改圆数十万居民“安居梦”

□马景阳 崔立来 张继才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25日上午九点，淄博市

临淄区敬仲镇李西村40余名党员和村民代表
来到村支书李广军家，参加每月25日雷打不动
的“党群议事会”。“村委大院的老办公室拆了，
新办公室得7月份才能建好，但不能因此影响
村里党员正常的组织生活。”李广军说。

在临淄，每月25日的“党员活动日”已经成
为3万余名党员的“必修课”，成了大家的一种
习惯、自觉和常态，也点燃了党员“参政议政”、
建设美丽家乡的热情。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临淄区针对部
分基层党组织活动不经常、形式不丰富、效果
不理想等突出问题，在全区探索建立并全面推
行了“党员活动日”制度。以支部为单位，每月
组织所属党员在规定时间集中开展组织生活，

区委精心设计了“5+X”的活动主题，“5”即党员
学习、民主议事、村务公开、党群联系、党员奉
献等5个指导性主题；“X”即在完成指导性主题
的同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具体内容和
活动方式。同时，突出党员活动日“议政理事”
功能，要求党员活动日期间一并对村居重大事
项和财务收支进行公开会审，增强党员活动日
的吸引力和党员的荣誉感、使命感。

“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必须要落到实
处，党内组织生活不容讨价还价。”临淄区委常
委、组织部长刘伟说。目前，全区1462个基层党
支部活动党员参与率均达80%以上，基层党组
织政治生活的经常化和制度化水平明显提升。

为使“党员活动日”不流于形式，临淄区强
化督查考核，活动日第二天，由基层党委将所
辖支部党员活动日照片上传临淄组工微信群，

根据发布情况考核打分。无故不按时参加活动
的，分别采取约谈、按照规定转出组织关系、劝
其退党等措施。去年以来，共有118名党员被约
谈提醒，12名党员被组织除名。

“党员活动日”制度运行一年多来，真正激
活了基层党支部的“神经末梢”。闻韶街道辛东
社区是一个老旧社区，连续2年筹备实施垃圾
道封堵，都因为居民反映强烈难以施行。“党员
活动日”上，60多名党员集体决议，仅用2周时
间就把2年迟迟没能启动的56栋楼垃圾道封堵
工作顺利完成了。

“‘党员活动日’是对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教育管理作出的一项制度性安排，我们将借
此充分激活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让他们成为
建设‘家敦民富、大气精美’现代化临淄的中坚
力量。”临淄区委书记宋振波说。

临淄精心设计“党群议事会”“5+X”活动主题

3万“议事员”齐上“必修课”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赵帅 马体飞 报道
本报禹城讯 6月11日，禹城市十里望回族镇西城经济产业

园，德州禾群花卉有限公司高标准的智能温室大棚内，满棚的蝴
蝶兰露红烟紫，花农们正认真进行管理培育。

一年半之前，台湾客商廖学舜投资1 . 2亿元，把企业基地从通
州产业园搬到了禹城，在这里打造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型蝴蝶兰农
场，并将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蝴蝶兰生产基地。

6月5日，由德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带队，德州市上
半年协同发展督查评议活动与会人员观摩该项目，在详细了解种
苗繁育、市场前景、带动群众增收等情况后，廖学舜拿着一株花瓣
纯白、花芯儿呈殷红色的蝴蝶兰介绍说，6月1日培育的珍贵新品
种，还没有起名字呢。“德州姑娘怎么样？”在大家的笑声中，“德
州姑娘”的美名不胫而走。

廖学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蝴蝶兰杂交新品种的自主研发，培
育的诸多品种在全国花卉界一枝独秀，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
2013年9月，良冠新品种“白衣天使”、“红天鹅”在中国第八
届花博会上分别获得金奖和银奖。

“我们繁殖培育出适合世界各地的新品种蝴蝶兰，并拥有独立
的知识产权。”廖学舜介绍，目前公司已经拥有1600多种自主研发
的蝴蝶兰新品种，是在欧洲申请蝴蝶兰品种专利最多的企业，项目
刚刚投产就已接到欧美、东亚等十余个国家以及国内的订单。

据了解，该项目在禹城3天完成土地流转，2天完成土地的平
整，相应配套手续也同步落实，最终把项目施工的前期工作在一周
之内完成。为促使项目尽快落地，禹城市为企业提供一系列代办服
务。项目建设中，工作人员每天向客商通报进展情况。由于蝴蝶兰
对于温度十分敏感，培育过程中温室内必须常年保持28℃恒温。禹
城结合集中供暖的需要，引进一个供热项目，为周边区域供暖的同
时，可为蝴蝶兰项目提供稳定热源。

从去年2月起，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该项目一期工程在禹
城全部完工，建设智能温室2万平方米，年产蝴蝶兰种苗300万
株，现已投产。二期将于今年10月开工，建设智能温室1 . 8万平
方米，同时建设配备无菌操作台及相关灭菌设备等现代化组培室
和实验室，年可生产无病毒蝴蝶兰苗500万株，将占国内市场份
额的10%，年可出口创汇1000万欧元，并带动300余人脱贫致富。

“该项目前景好、带动能力强，旅游产业与现代农业发展结合，
同时也是产业扶贫的重点项目。”禹城市委书记张安民表示。

禹城打造全国最大蝴蝶兰生产基地

“德州姑娘”走俏海内外

□记者 董卿 通讯员 石其鹏 郑艳文 罗世娇 报道
本报长岛讯 6月12日，以“仙境海岸、蔚蓝烟台、生态海

洋、自在长岛”为主题的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专家行“烟台·长
岛行”在长岛启动。60余名来自国家和省内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相
关领域的智库专家及人士，对烟台及长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出
具体的方向思路、任务措施、路径模式等总体方案。

专家学者对跨海引水济岛工程、南北长山环岛慢行旅游服务
系统、海岸带整治修复、人工鱼礁研发、渔民专业合作社、大黑
山岛地质公园等生态保护和海洋牧场综合平台建设等进行现场参
观调研。

近年来，长岛抢抓“一带一路”“蓝黄两区”和山东省“海上粮
仓”建设等一系列机遇，以修复海洋资源与生态、营造“海底森林”、
实施人工造礁和苗种放流、推进深海生态立体养殖、发展海洋生态
旅游等举措，实现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海洋的和谐相处。

高层智库专家长岛“论道”

□马景阳 报道
临淄区辛店街道办事处牛山社区的

党员活动日上，老党员刘建博（站立
者）在讲微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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