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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高雷 李暄 周伟 报道
本报邹平讯 “现在道路平整了，卫生好

了，多年积攒的问题正一一得到解决，这得感
谢创城啊。”近日，邹平县原机械厂小区居民
程继芳心情格外好。

原机械厂小区建于上世纪70年代，因为
原建设单位多次变更，成为“三不管”小区。今
年以来，由县农业局、行管处、商务局、食药局
四个文明单位进行结对共建帮包后，先后清
理垃圾110多车，3400平方米需要硬化的地面、
3万平米粉刷的墙面均完成60%以上，剩余工
程量预计近期可全部完成。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邹平县组
织对全县274个住宅小区进行了摸排，对12个
没有隶属单位的老旧小区，由23个文明单位
进行结对共建，筹集资金落实居民小区整治
规范要求，从群众需求最强烈、创城要求最迫
切的工作入手，明确共建内容和措施，完成老
旧小区改造提升。目前，23个文明单位已会同
小区居委会拿出整改方案，全部开始施工，一
月之内初步改造完毕。对107个有隶属单位、
但资金不足的老旧小区，县财政拨付539万
元，安排42个责任单位帮助改造提升，确保全
部达到创建标准，提高群众满意度。

“从吃、住、行等群众最关心感触最深的
问题入手，对照创城测评标准和要求，实施

‘标准化+’，加快基础设施改造和提升，让群
众的生活更便利、更舒适、更幸福。”邹平县创
城办主任韩清霞告诉记者。

进入6月份，瓜果蔬菜大量上市，瓜农菜农

大量拥入城区，增加了城市管理的压力。去年创
城中，黄山街道协调整理出一块10来亩空闲地，
在马路附近规划建设了高标准的新农贸市场，
经营业户集中入驻，受到业户和市民一致好评。

“菜篮子”的轻重影响着每一个市民的生
活，既要让群众吃得放心，还要让群众买得方

便。像见埠村这样的农贸市场，邹平创城以
来，已新建及改扩建了6处。同时，在城区合理
设置瓜农菜农进城服务点，供农民销售农产
品，也为市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为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减少交通拥堵，今
年以来，邹平县投资6000余万元，对11条主要
道路实施罩面维修，县公安交警部门对全县
各个交通路口的信号灯进行优化配置，组织
全县204名交通文明志愿者协助交通民警在74
个重点路口站岗执勤，对行人、非机动车进行
文明交通劝导。

与此同时，邹平县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让
市民出行更顺更畅通。在全省率先推进城乡
公交一体化工程，全县建起了县城区、城区与
乡镇、镇到村三级公交网络，实现了公交网络
全覆盖。目前，全县公交车达378辆，公交候车
亭（站）812个。公交车日均客运量5 . 5万人次，
惠及群众100余万人。

“创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善城市功能,
进一步优化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让人民
群众切实感受到身边变化，拥有更多获得感
和幸福感。”邹平县委书记皮台田表示,“通过
创城‘标准化+’,未来，邹平的城市建设将逐步
实现精细化和人性化，城市管理实现数字化
和科学化。”

邹平创城立足为民便民

“标准化+”从方便群众吃住行创起

□本报记者 肖芳
本报通讯员 杨明涛 袁颖

基层党建，看不见、摸不着，怎样才能真
正让群众有获得感？不妨看看这个发生在即
墨市移风店镇沟西村的故事。

自1999年第一次村委会直选开始，沟西
村就乱了。几个家族争权夺利，相互“瞅脚后
跟”，上访告状，持续缠斗了17年。47岁的张克
令，一家五口，只有4人有地，儿子从出生到初
中毕业，一直无地。45岁的张克旺，一家三口，
占有32亩土地，原因是当初承包土地多，村庄
失序后，大家不缴承包费，他也跟着不缴了，
白得10多年土地收益。

2014年，沟西村两委换届。一直密切关注
村情变化的镇党委，终于物色到了村里的一
个合适人选——— 张孝沛。他1979年出生，常年
在外经商，年轻力壮，事业发达，与村里各方
无利益冲突。张孝沛不负众望，成功竞选担任
了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调一次地，脱一层皮。从多地的群众手里
“割肉”分给他人，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激烈矛
盾。今年春，即墨市启动镇村班子党建“达标工
程”，推行社区党委制度，补齐镇村之间党建工

作的“短板”。张孝沛以沟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的身份，履新上泊社区党委委员。

镇党委组织委员、上泊社区党委书记于
恒臻多次找张孝沛谈心，鼓励他做“两学一
做”的楷模，不仅要做合格党员，更要做满足
群众意愿的优秀干部，让沟西村“脱胎换骨”。
张孝沛下决心捅破土地不均这个“马蜂窝”。

全村共有土地2600亩，除去项目用地和
大棚占地，剩余1690亩全部收回，重新调整分
配！这消息不啻平地惊雷，欢欣鼓舞的、惶惶
不安的，各种情绪弥漫全村，大家张口闭口全
是调地。于恒臻及时选派经验丰富的社区干
部进村指导，镇经管统计审计中心上门讲解
相关政策，理顺情绪、稳定民心。

张孝沛敞开大门，组建土地调整领导小组。
党员代表、群众代表、老干部代表，熟悉地块质
量的、喜欢发表意见的、村内各方家族的代表，
共35人，全部吸纳进来，保证全村每个“圈儿”的
群众，都有充分的知情权、发言权、建议权。

制订调地方案时，先征求各户意见，收集
归纳后形成书面材料，发给群众讨论修改；第
二轮收集归纳，再汇总整理，重新发给群众讨
论……仅一个调地方案，上下反复了29轮。

张孝沛和调地小组成员认真研究每一个

细节，经过30天的碰撞争论，终于制订出一个
综合各方意见、保证群众切身利益的调地方
案，小组成员一致通过———

东坡二级地、西坡一级地，地块质量不同，
怎么办？西坡1亩地等于东坡3亩地，每家每户都
分两块地，东坡西坡各占一块，好赖均沾。

已经多占地的群众，种了大棚不能拆除，
怎么办？扣除口粮地后，剩余亩数作为承包地
处理，给村集体上缴承包费。

地块离村子远近距离不同，怎么办？以村
子为参照物，西坡由远及近丈量分割，东坡由
近及远丈量分割。

每家每户0 . 1亩菜园地，以各自已经占据
的为准，多占菜园又不想分割的，怎么办？从
他家应该分割的口粮地里割除……

方案公平，深得民心。余下的丈量抓阄等
工作，进展顺利。原计划80天完成的调地工
作，50天完成。调整后人均土地从原来的0 . 62
亩，翻倍变为1 . 2亩。

沟 西 村 调 地 ，实现 了“ 三 个 百 两 个
零”——— 方案通过率100%、入户签字率100%、
村民满意率100%、零纠纷、零上访。

得到土地的群众，满心欢喜自不必说，被
“割肉”的群众也因为公平公正，心悦诚服。

原本拥有32亩土地的张克旺，这次调整，
一家三口只分到3 . 6亩地。他种了4个大棚占地
8 . 6亩，扣除理应得到的3 . 6亩，剩余5亩地，每
亩每年向村集体缴纳600元承包费。

眼睁睁少种了28 . 4亩地，每年还得再额外
上缴3000元承包费，一反一正，损失巨大。张
克旺虽有不舍，但心气很顺：“以前土地不均，
确实不公平，我白种了10多年地没交承包费，
已经赚大了。”

以前分文不得的村集体，现在每年能收
入12万元承包费，村会计张吉竹说，这在以
前，连想都不敢想。

人人打怵的土地调整，在沟西村成了消除
隔阂、凝心聚力的法宝。借着东风，张孝沛带领
党员干部连续发力——— 支部委员张作吉带头拆
除自家车棚，全村主动拆违99处5789平方米；党
员干部出义务工，带动群众一齐上阵，清理出村
西4800平方米垃圾带，准备建设健身广场；无害
化卫生改厕310户；小巷硬化，正在施工；4条主街
道，着手准备沥青硬化……

混乱了17年，沟西村乱局至此终结。
移风店镇党委书记王海刚，将沟西村的

变化总结为三句话：用对一个人，干好一件
事，激活一个村。

用对一个人 干好一件事 激活一个村

乱了17年的沟西村，终于和谐了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刘敏 报道
本报乐陵讯 7月9日，记者从乐陵市希森马铃薯产业

集团了解到，由该集团与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
同开展的希森6号马铃薯测产工作日前完成。经测产“希
森6号”单季亩产高达9 . 38吨，打破此前自己保持的7 . 963
吨的高产纪录。

本次测产邀请了17名国内马铃薯权威专家组成专家
组，借鉴国家粮食等高产创建的测产标准，对我省高密、
胶州、昌邑、平度等地26户马铃薯地块现场测产。最终18
户亩产量达8吨以上，其中3户亩产突破9吨，平度南村镇
张秀明地块最高亩产折合超过9 . 38吨，远远高于国外最高
单产7吨左右水平，刷新了世界纪录。“希森6号”是希森
马铃薯产业集团借助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
省院士工作站、山东省泰山学者等科研优势，历经11年，选
育出的马铃薯新品种。该品种平均生育期90天，株型直立，
生长势强。“希森6号”的问世，填补了国内自主知识产权黄
肉薯条加工专用品种的空白，并通过了品种审定及国家品
种鉴定，先后在内蒙古、山西、山东等地推广种植，借助“一
带一路”建设，引种到了哈萨克斯坦、英国、埃及等。希森马
铃薯产业集团一直致力于马铃薯育种与种薯繁育、新品种
研发。先后投资30多亿元，建成全球最大的马铃薯脱毒苗组
培扩繁中心和我国唯一的国家马铃薯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在山东、北京、内蒙古和河北四省五地建立了微型薯育种基
地和种薯大田繁育基地。目前，已先后培育出18个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马铃薯新品种。

□通讯员 桑蕊 记者 姜言明 报道
本报宁阳讯 “今年我们成立了六个指挥部”、“我们确

定了三个主导产业，上半年引进项目16个”、“上半年我们整
治了城区1200个流动摊点”……没有开场白、没有发言稿，
台上发言人个个言简意赅“亮家底”，台下一百多名来自各
单位的观众现场评。

这场限时“脱口秀”大比拼，是7月8日宁阳县举行的
2017年半年工作汇报交流会上的场景。当天，来自该县13个
乡镇（街道）、县直各单位和开发区、产业园等重点部门的71
名单位“一把手”依次上台，对上半年工作和下半年打算进
行述职。而这次会议的要求是：每个发言人都要脱稿，不谈
体会、不谈认识，只要“实货、干货”，乡镇街道和开发区、产
业园发言时间不超过10分钟，县直各单位不超过5分钟。

会议结束后，很多“一把手”坦言，大家都想多亮亮自己
的成绩，要在10分钟、5分钟之内概括工作和打算确实不容
易，那么多工作里挑重点，时间上也确实不好把握。

而在观众看来，述职发言少了虚话、套话，让人耳目一
新。“从这次脱稿能看出来，真做了工作的一把手讲得自信
又内容充实，有些一把手的发言还有套话水分。”一位台下
观众对记者感慨地说，这是“一把手”们比成绩、比能力的赛
场，能见到“真功夫”。

“要让红脸冒汗、咬耳扯袖成为常态。”会议主持人、宁
阳县委副书记王国强说，“今年初，县里已经进行过一次全
县‘一把手’的脱稿述职会，这次的表现比上次好了许多。当
众脱稿述职是对个人能力的一次考验，更是对推进工作的
一种激励、倒逼和监督！”

9 . 38吨！
乐陵自主品种刷新马铃薯

单季亩产世界纪录

71名“一把手”
脱稿述职“亮家底”

广告

志愿者利用
休息时间维护公
共自行车。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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