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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袁京勇

9月2日，寿光市圣城街道向阳社区，53岁的
杨玉敏来到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书画班上课。
“我每周六都来这里学习国画和毛笔字，已经3
年了。”杨玉敏说，初学时觉得枯燥，但掌握了
技法后，就喜欢上了绘画和写字。

在向阳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记者看
到，除1楼为社区居民办理业务外，2楼、3楼已
成为文化课堂。这里不仅有专门的绘画、舞蹈教
室，还有图书屋、电子阅览室、4点半学校和
“百姓影院”。据介绍，所有教室，周一至周五
免费向居民开放，周六、周日向少儿开放，“百
姓影院”每周五、周六晚上开放。

向阳社区党委书记王龙芬认为，镇级社区文
化服务中心不单是供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更像
是一个学习、汲取文化营养的地方，成为一条不
断向基层输送文化给养的纽带。

位于城里的向阳社区文化活动有声有色，处
于农村的洛城街道洛西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也
很热闹。

洛西村67岁的张桂香，每天都来村文化服务
中心戏曲室唱戏，和她一起玩的还有10多位戏曲
爱好者。在戏曲室，记者看到，墙面装饰全部采
用戏曲元素。现场，票友轮流演唱，旁边则有人
帮着打板、敲鼓，还有人拉二胡伴奏。“这些家
什都是村里给买的，村民没花一分钱。”张桂香
说。张桂香从小喜欢戏曲，但当时家里条件差，
自己只能和好友到村里广场上清唱。“现在村里
不仅新建戏曲室，屋里装着空调，村里还给配套
了乐器、道具，大家伙凑一块，都快成‘戏班’
了。”张桂香说。

除了戏曲室，洛西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还
配套了棋牌室、健身房、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
室、展览馆、公共餐厅等，全部面向村民免费开
放。“村里在室外设置了一个活动大舞台，村民
自发组织上台表演。我们还定期为村民播放电
影，邀请专业歌舞团表演节目。”洛西村党支部
书记刘文喜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洛西村曾有过一支京剧演
出队，经常到周边村演出，后来解散了。刘文喜
说，现在村里投资1300多万元建设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也是想把村里的演出队再拉起来，真正
实现文化育民、文化惠民、文化乐民，丰富村民
精神文化生活。

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寿光全市建起了许
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这些公园全部
免费开放，不仅配备各种健身、休闲设备设施，
还有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宣扬。

文家街道驻地附近的广场，改成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广场改公园后，这里人
气更旺了。不仅环境得到提升，而且增添了很多
文化景观和设施。”文家街道居民井庆说。

在尧兴家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
园，到了傍晚，就有很多老人、孩子来公园玩，
有的跳舞，有的打球，有的散步。

“文化建设正逐渐成为我们推进街道文明发
展的内生动力。”文家街道宣传委员韩伟涛说，
今年，文家街道共建设6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公园。近几年，寿光连续组织开展“寿光好人”
“道德模范”“孝心少年”等评选活动，以及菜
博会艺术节、文化产业博览会、群众文艺大汇
演、“文艺四季”、庄户剧团大赛、市民文化艺
术节等文艺活动，文化活动常年不断。

如今，寿光已初步形成以市级公共文化设施
为龙头、镇街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纽带、村
（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依托的三级公共
文化服务格局。

“城区文化，乡村文化，相互作用，从而把
全市文化服务资源汇聚成建设文化名市的强大合
力，不断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诉求，提升广大百
姓的幸福指数。”寿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培杰
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付 瑶

“这些环保设施正式使用后，处理后的猪
粪便水中可以养金鱼。”9月1日，寿光市古城
街道南孙云子村生猪养殖户徐振说。

今年，徐振在南孙云子村北面建了新的猪
舍，猪圈内的粪便可以通过斜坡和防渗的管道
自动流至沉淀池。“如果有堵塞，可以用高压
水枪冲刷。”徐振说。

新建的粪污处理设施位于猪舍的最北面，
有粪污收集池、处理池、清洁池。

“污水集中收集后，经过调节池、生化处
理系统、化学凝絮搅拌装置和板框压滤机，排
放出来的就是达到环保标准的水。”徐振说。

“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污染问题，畜禽产生
的粪便全部通过防渗透管道流至粪污池。”古
城街道畜牧站站长张志远说，粪水通过管道过
滤，过滤后就达到灌溉要求了。

之前，徐振有一个年出栏800多头猪的养
猪场，紧邻弥河。“建得早，当时确实没有考
虑到污染问题，还有附近居民的感受。现在按
照市里的政策，搬迁了。”徐振说，新建的养
猪场，完全符合环保要求。

据介绍，寿光禁养区内原来有畜禽养殖场
(小区)645家、养殖专业户5352家。截至8月14
日，寿光已累计关闭或搬迁畜禽养殖场(小区)
434家、养殖专业户4010家，完成全部任务量的
74 . 10%。9月底前，寿光将全面完成禁养区关
闭或搬迁任务。

“通过制订畜禽养殖区域布局规划，加快
粪污处理设施配套工程建设进度，推进农牧结
合综合利用工程、粪便收集处理工程和新技术
推广与应用工程等，全面推进畜禽养殖业污染
治理工作。”寿光市副市长王丽君说。

今年5月，养殖户姚子新在寿光洛城街道
黄家庄子西侧建了小型养猪场。因为紧邻弥河
以及附近的月季公园，7月份姚子新接到禁养
通知。“了解了政策后，我愿意配合搬迁。”
姚子新说。如今，姚子新在新划的区域内正在
建设养猪场。

“签订协议以后，我们也及时跟上督察，
确保这些养殖场在规定的期限之内及时完成搬
迁任务。”洛城街道畜牧站站长刘福庆说。

据了解，洛城街道共有养殖场671家，其

中规模场143家，全部配备粪污处理设施，并
取得上级财政扶持资金200余万元，528家专业
户全部消除了养殖场外的粪污直排现象。禁养
区内养殖场共有25家，其中14家已经关闭或搬
迁，剩余11家也全部签订了关闭或搬迁协议，
将分别按照协议时间进行关闭或搬迁处理。

洛城街道南官村的李福胜在养殖场内铺设
了地下管道，建设了沉淀池和晒粪场。记者站
在沉淀池上，没有闻到一丝臭味。“在畜牧局
的帮助下，我用了一种酶，消除了粪污的臭
味。目前，各种环保设施共投资5万元。”李
福胜说。

在圣城街道养殖户张得光的猪场内，记者
看到猪舍干净，也没有闻到臭味。“我添加了
一种发酵剂，再加上锯末、稻壳等，就成了有
机肥。”张得光说。

“寿光推广干清粪、雨污分流、固液分
离等技术模式，控制养殖污水的产生量。”
寿光市畜牧局党支部副书记王建勋说，在过
程控制上，推广发酵床、微生物处理、臭气
控制等技术模式，加速粪污无害化处理，减
少氮磷和臭气排放。今年，寿光畜禽粪便处
理利用率和污水处理利用率分别达到95%和
70%，规模养殖场（小区）粪污处理设施配建
率达到80%。

寿光华银牧业的猪舍和粪污排放处，都安
装有摄像头。养殖场厂区经理郝明说：“畜牧
局对我们养殖场的情况了如指掌，假如想排
污，没有胆。”

今年，寿光市畜牧局投资150万元，建设
视频监控系统，对养殖场进行无死角监控。
“养殖户的一举一动都在大屏幕上显示得一清

二楚。”寿光畜牧局卫生监督所所长李法增
说。

华银牧业现存栏2000多头猪，粪便通过发
酵产生沼气，利用沼气发电，每天可以发电
1000多度。

凯伦牧业建设了沼气项目，利用养殖场猪
粪和冲洗废水为原料生产沼气。该项目年产沼
气100万立方米左右。其中，30%用于发电，年
发电量20万度左右，供公司居民区及猪场使
用，70%作为燃气供公司居民区使用。除去人
工费和维护费等成本，可为公司年节约成本70
万元左右。

与此同时，凯伦牧业蔬菜生产区通过使用
沼液和沼渣，降低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提高
蔬菜质量和价格，带动周边示范区每亩每年增
加经济效益2000元。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杨 峻

寿光市古城街道徐家庄子村委办公室的房
顶上，排列着两排深蓝色的太阳能光伏发电
板。“这是一个35千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每
天可发电200多度，每年能为我们增加村集体
收入6万元。”徐家庄子村村主任张翠英说。

徐家庄子是寿光10个省级定点贫困村之
一。该村有400多人，村集体几乎没有收入。
徐家庄子将2015年、2016年领取的9万元、31万
元的扶贫款，全部用于建设光伏发电。

同样是省级定点贫困村，侯镇黄疃村在蔬
菜市场房屋顶上建设了一个30千瓦的光伏发电
项目，每年可以收入4 . 5万元。

“光伏发电项目可持续20年，让贫困村有
了富裕起来的源泉和动力。”寿光市扶贫办主
任王光明说。

在扶贫道路上，寿光创新扶贫资金运作方
式，集中发展可持续、利长远的特色产业，确
保扶贫后劲。“贫困地区脱贫，要靠产业发
展。只有运作好扶贫资金，发展特色产业，变

‘输血’为‘造血’,才能让贫困村和贫困户积
累起自我发展的能力，依靠自身力量脱贫。”
王光明说。

在寿光市扶贫蔬菜产业园，新建的大棚整
齐壮观。该产业园由寿光市扶贫办主导，寿光
市禹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整个产业园建
设总投资约700万元，其中2016年基金275万
元。寿光扶贫办将基金整体委托给寿光市惠港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运作，惠港以275万元基金
入股，翰兴蔬菜合作社以流转土地及其资金入
股，合作组建了禹泽农业。禹泽农业具体负责
产业园的运营，同时带动社会投资425万元。
目前，产业园两个园区共占地217余亩，建设
蔬菜大棚21个，主要生产“禹王”牌高品质绿
色蔬菜，年产丝瓜、圆茄、番茄等绿色蔬菜
150万斤，年纯收入达200万元以上。

王光明说，园区委托禹泽农业运营，期限
13年，公司每年拿出40万元收益，用于全市绝
对贫困人口及相对贫困人员托底脱贫。

此外，寿光还利用100万元旅游扶贫基
金，在有旅游区位优势的文家街道二黄村发
展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寿光扶贫办利用小额

扶贫贷款资金,与农村商业银行合作，撬动金融
扶贫资金3750万元用于帮扶贫困户发展产业脱
贫。

洛城街道东斟灌村村民于忠义患有心脏
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因病致贫。东斟灌
村经过考察论证，提出了“党支部+合作社+市
场+贫困户”的精准扶贫模式。东斟灌村两委
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村民以土地承包权入
股，每年进行保底分红和二次分红。该村优先
将土地转租给村内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种植，
劳动能力较弱的，可以到合作社市场上装菜。

“现在我们两口去市场装菜，一年能收入
6万块。”于忠义说。

田柳镇朱家崖村60岁的董全英，老伴病故
后，现在村委领办的友邦蔬菜合作社打工，
每天挣五六十元钱。徐家庄子村马月坡因孩
子生大病致贫，借助小额扶贫贷款建起了大
棚。

2015年，寿光对10个贫困村均派驻了“第
一书记”，派驻单位共出资80多万元。2016
年，派驻单位又为贫困村提供帮扶资金71万
元。镇街区、村干部、巷长组成的党员干部

“帮扶小组”和“关爱小组”，对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进行产业、就业帮扶，对没有劳
动能力的进行生活关爱。

黄疃村有100多个大棚，500多亩蔬菜，但
没有一个蔬菜市场，老百姓卖菜要外出，路远
且不方便。寿光市农业局投资13万多元，为黄
疃村建造蔬菜销售市场。市场现在由村集体经
营，每年可增加集体收入3万多元。村内劳动
力较弱的贫困户，可以到市场上装菜打工，增
加劳动收入。

“扶贫工作更需要全社会的帮助。”王光
明说。寿光水务集团投资18万元，帮助整修了
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卧铺村的输水管道。寿光
市供电公司投资230万元，用于黄疃村低压线
路改造工程。人民财险寿光公司出资12万元，
支持朱家崖村的扶贫大棚建设。

为解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寿光出
台了相关规定：从贫困村扶贫资产收益中拿出
一定比例用于贫困户托底脱贫，扶贫基金形成
的收益统筹用于全市的托底脱贫。另外，寿光
还在寿光市慈善总会设立扶贫专户，专门接受
社会扶贫捐助，全部用于扶贫事业。

□ 本报记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聂桂芬

“这就是洁净型煤吗？”“这么小一个煤
球，耐烧吗？”“这种煤能用老炉子烧吗，还
得花钱升级炉子吧。”8月28日上午，寿光市
化龙镇后王村的村民们聚集在村委大院，观看
洁净型煤的试烧展示活动，熙攘的人群中不时
发出疑问。

工作人员摆出两个相同的炉具，分别打开
一袋普通散煤和一袋洁净型煤填满炉膛，点火
后，同时放上一壶水并计时：8分21秒后，洁
净型煤炉上的水烧开沸腾，散煤炉烧开水则耗
时12分10秒。

“这个洁净型煤和普通煤不一样，普通煤
烧旺了冒红火，洁净型煤冒蓝火。”村民王贤
中说，整个燃烧过程中，洁净型煤没有异味和
烟尘，火势还旺。

工作人员解释说，市面所售的普通散煤，
因为水分、灰分、含硫量不同，燃烧值也参差
不齐。大多村民为节省成本，多从散煤经销商
处购买低价的劣质散煤，部分散煤的燃烧值甚
至不足4500大卡。

“洁净型煤采用优质的原煤为原料，由小
煤炭颗粒组成，没有大块。”河北乐普十方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胡胜凯说，普通散煤是块
煤，燃烧后会爆裂成碎渣。顶部的块煤爆裂后
铺在底煤上，会阻碍空气流通，导致燃烧不充
分，产生大量烟尘。

“洁净型煤的内部煤粒分散，燃烧充分，

烧透后也不碎裂。”胡胜凯说，洁净型煤的燃
烧值稳定在5800大卡以上，无烟无味。住户使
用普通散煤用量1吨的情况下，洁净型煤只需
要0 . 75吨。

“洁净型煤的市场价是1150元/吨，寿光各
镇街每户每年享受200元/吨的政府补贴，算下

来是950元/吨。”后王村党支部书记王耀明
说，今年无烟煤的市场价是1400元/吨，散煤的
市场价是1000元/吨。

“不仅用煤便宜了不少，老炉子还能正常
用。即便是买新炉子，1000多元一台的炉子还
享受补贴，只要600多元。”王贤中说，他订

了1吨洁净型煤和一台新炉具，准备今冬试试
效果。

到11点左右，第一批运到后王村的洁净型
煤已经销售一空，40余户村民成为首批用户。
其他想要订购或加购的村民，已经在第二批洁
净型煤购置意向单上签名。

除化龙镇外，台头镇、上口镇等镇街的第
一批洁净型煤已经运到各村委大院用于试烧展
示，反响热烈，寿光其他镇街的洁净型煤试烧
也将陆续展开。

据了解，目前寿光正积极组建煤炭质量检
测机构，已进入招标阶段。待该机构建立后，
同步实行煤炭质量抽检制度，对全市所有煤炭
经销商所售煤炭进行取样检验，不达标者全面
禁售。

“含硫量超过1%、灰分超过16%的散煤，
不符合商品煤和洁净型煤质量标准的，将严肃
查处经营者。”寿光市副市长张中山说，煤炭
经营业户备案制度同步运行，严控不符合标准
的散煤直接进入流通和使用环节。

年底前，寿光将整合分散的小型煤场，合
理布局大型煤场，培育建设高效煤粉、水煤
浆、洁净型煤加工生产示范企业。到2019年底
前，建立起全市清洁煤炭加工、储备和配送体
系。

“原本只针对老城区的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将扩展至全市范围。”张中山说，先从城
乡接合部开始，然后分步骤扩展到其他农村地
区。在试点的基础上，采取多种有效办法，逐
步替代散煤等高污染燃料。

整合资源 助力扶贫

输血变造血，贫困村有了内生动力

洁净型煤获点赞

禁养区内养殖场全部关闭或搬迁，粪污利用资源化

猪粪水处理后，可养金鱼可灌溉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古城街道

南孙云子村养殖户徐
振，在新建的养猪场
上了先进的粪污处理
设施。

□单辰 报道
化龙镇洁净型煤试烧宣传现场，许多村民前来围观，不少人当场

订货。

文化惠民提升
百姓幸福指数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 明 韩慧美

“这次培训班，时间虽短，但收获大，特别
是对我们这些新委员来说，加深了对人民政协的
认识，明确了工作职责，找到了努力方向。”潍
坊市跃龙橡胶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新刚在寿光市政
协组织的培训班上说。培训班筹备会议前，寿光
市政协主席林立星一再强调，培训班要么不办，
办就办好。

5月24日至25日，寿光市政协邀请省政协领
导、山东大学和山东行政学院教授到培训班授
课。

今年，寿光市政协按照上级要求，扎实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针对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全国、省、市政协有关
政策进行重点解读和系统学习。

“寿光市政协转变学风，改进作风，更好地
发挥了政协的职能作用。”林立星说。

学风变，则作风实。“83亩土地已落实挂钩
节余指标，现已上报土地征收材料，等10月份批
复后，争取项目在11月就开始动工。”寿光市政
协副主席崔建军在调度徐家学校项目时说。

“没想到市政协的包靠领导会如此重视项目
建设，原以为开个调度会，听听工作汇报就可以
了，没想到这一个月已经来了三次了。不但和我
们一起研究工作，有些手续还亲自跑，作为项目
负责人，我感到压力不小。”寿光市教育局项目
负责人凌绪刚说。

今年，寿光市政协7名领导班子成员包靠市
委、市政府确定的8个重点项目。

作风实，则工作活。“培育新动能这个关键
词，是个新概念，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为了搞
好这次调研，我们外出考察学习了一次，市内实
地调研了两次，集中召开了座谈会三次，组织了
37个部门参与了座谈，报告前前后后修改了20多
次，最终形成了4500多字的调研报告。”寿光市
政协党组副书记寇振彦说。

寿光市政协履职
重在实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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