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刘恒震 谢美慈

9月6日11时45分，在枣庄市台儿庄区金
光路与兴中路十字路口，穿着印有“台儿庄
区住建局志愿者”红色马甲的李丹和同事举
着旗帜护送放学的小学生平安过马路。

9月7日14时，在台儿庄小雨点公益社爱
心中转站，志愿者们在整理爱心人士捐赠的
衣物，准备寄往青海、西藏救助贫困儿童。

“这是在台儿庄战役牺牲的空军上尉副
中队长何信的绝笔家书。三天后，年仅26岁的
何信血洒蓝天，壮烈牺牲……”9月8日上午10
时，身着印有“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志愿者”绿
色T恤的私营企业主李群声情并茂地向游客
讲述空军英雄何信的故事，赢得了阵阵掌声。

在台儿庄，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志愿者的
身影，他们用爱心和汗水温暖着、文明着、提
升着这座古城。区文明办主任田山水告诉记
者，目前全区注册的志愿者队伍已达到65个，
志愿者注册人数1 . 2万人。

台儿庄志愿服务队伍近几年为何井喷式
壮大？关键是区委、区政府重视、引导、规范。
重建后的台儿庄古城成为枣庄首个5A级景
区，台儿庄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市民的文
明素质必须不断提高，才能与之匹配。“关爱
自然、关爱社会、关爱他人”的志愿服务活动
能够潜移默化塑造市民，提升城市的文明水
平。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治凯认为，以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为主要内容的志愿精神

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致，体
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推进精神文明
建设的有效途径，要做好结合的文章，在基层
开出娇艳的花朵。

区文明办牵头成立了台儿庄区志愿者协
会，引导组织区直部门、单位组建志愿服务队
伍。区旅游服务局组建了“古城爱心导航”志
愿服务队，区卫计局组建了“爱心天使”医疗
志愿服务队，区工商局组建了“啄木鸟”志愿

服务队。运河街道顺河社区成立了义工联盟，
华阳社区成立了草根艺术团。区驻地每个学
校都成立了“文明使者”、“环保小卫士”等志
愿服务队伍，节假日走上街头，发放传单，劝
阻不文明行为。目前，全区形成了覆盖区、镇
(街道)、社区的三级志愿服务网络。

对体制外的草根志愿服务队伍，区文明
办积极引导、规范、服务。田山水介绍说，主要
是督促注册、搞好志愿服务项目发布与对接、

协调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表彰奖励等。台儿庄
义工协会、小雨点公益社、阳光爱心团、帝风
公益等近20个社会志愿队伍找到了“组织”。

区文明办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
组织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五一”、春节等传统节日，巾帼志愿
者和青年志愿者在城区多个路口、社区开展
交通指挥、卫生清扫等志愿活动，为游客服
务，为古城添彩。马兰屯镇马兰花志愿服务
队，在闫浅等社区开展环境保护、医疗救
助、社区安全巡查等活动，受到了居民的称
赞。区教育局协调社区村居成立“四点半”
学校40多个、留守儿童工作站35个，400余名
教师加入义务助学行列。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组建了80余人的志愿宣讲团、志愿合唱团，
他们累计志愿服务已达1000小时。台儿庄义
工协会开展“守望相助情暖夕阳”活动，
700多志愿者走进社区、敬老院，送去亲情
般的关爱。小雨点公益社开展的“圆梦助
学”活动，募集善款100多万元，救助大病
儿童15名。

倡树志愿者典型，鼓励更多人加入到志
愿服务队伍。部分社区印发了美德银行积分
卡，将志愿服务记录在册，储存累积服务时
数，作为获得相应荣誉的重要依据，优先参加
台儿庄好人、道德模范和先模人物的评选。建
立“温情回馈”制度，为优秀志愿者健康查体，
开展节日走访慰问，让志愿者得到关爱，受到
尊重。目前，全区有10余名优秀志愿者先后
被推荐为省、市、区道德模范及山东好人、
中国好人。

□记者 任松高
通讯员 张小寒 报道
本报威海讯 随着威海旱情得到缓解，

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议城村的650亩新型苹
果园进入了旺盛生长期。,“果树进入盛果期
后，我们这27个村每年至少收入10万元，我们
60多个在这上班的村民，每人每月还能挣2500
元。”在果园看护果树的村民吕占序笑着说。

文登作为东部沿海城市，农村集体经济
基础相对较好，但农村整体发展也存在不平
衡性，还有部分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5万
元。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实施的部门包村工
作，历经十四轮包扶，始终未能全面消除经济

薄弱村。
“分析以往部门包村的成败得失，主要是

没有扭住‘项目’这个牛鼻子。”文登区相关负
责人说。去年，文登区开始探索镇党委统建村
级组织创业基地模式，通过政府主导、资源整
合、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监管，实现发展集体
经济由“单兵作战”向“组团攻坚”转变，
集中破解单个村发展的选项、技术指导、市
场开拓、品牌推介及日常管理等先天性制约
问题，让各类政策资金以及市场资本、技术
实现大整合、大投入和大分配，带动一批经
济薄弱村走出长期“扶而不强”的怪圈。

镇党委主导是这一模式的核心。无论是

项目选定，还是资源的整合、项目管理，都
由镇党委挑大梁，全面履行牵头及监管责
任。去年，葛家镇党委牵头，征得党员群众
同意，决定统建650亩现代苹果基地。除自
筹50万元资金外，葛家镇党委将5个省定贫
困村及其他22个年集体经济收入低于5万元
的村纳入基地保障范围，整合精准扶贫专项
资金150万元。在镇党委协调下，市、区两
级20家包扶单位、涉农部门实现政策、资金
整合，去年争取到267万元部门包扶资金物
资向基地投放。此外，还承接农业专项资金
补助100万元，实施农业工程项目、接收设
备农资折款107万元。去年，全区8个统建基

地整合各类资金总额达3800多万元，项目资
金难题在大整合中得以破解。

为做好基地的管理运营，经镇党委、包
扶部门、村集体三方协商，借鉴现代企业管
理经验，参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全区
8大基地均引进专业经营管理公司负责项目
运作，采取资金、技术入股的方式合作经
营，镇党委将整合的各类资金以入股方式投
入，贫困村和薄弱村作为股东分红。

目前，文登区已有张家产镇、高村镇、
小观镇等8个镇围绕蔬菜种植、猕猴桃种植
等优势产业分别建成村级组织创业基地，
125个经济薄弱村获得新发展希望。

文登“组团攻坚”走出扶而不强怪圈

镇党委统建村级组织创业基地

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助推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台儿庄：万余志愿者爱心暖古城

□于向阳 张聪聪 报道
8月22日，游客在利津县凤凰城街道双高村葡萄园内

采摘“无公害”葡萄。近年来，凤凰城街道形成了集特色
种植、采摘观光、生态旅游为一体的链条式特色农业发展
模式，成为农民致富增收的一把“金钥匙”。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石勇 王业婷 报道
本报齐河讯 “这份糖醋排骨，从肉的清洗到手切再

到烹饪，都在‘天眼’的监视下，就连厨师有没有戴口
罩，都看得一清二楚。”8月26日，齐河县华店镇食药监
管所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朱振元指着大屏幕说。

朱振元说的“天眼”是齐河建设的食品监管溯源平
台，也是该县实施的“互联网+”食药智慧监管建设的一
部分。监管人员如发现问题，可将画面截图保存，以便进
行后续处理，还可实时警告。齐河县食药监局局长郭庆泉介
绍说，通过搭建智慧监管平台，食品经营单位“明厨亮灶”，
使食药监管工作从传统人工监管向全程、动态、实时的电子
化监管转变，也增强了生产经营单位的自律意识。

去年以来，齐河投入资金350万元，推进15个基层食
药监管所标准化建设，包括执法记录仪、快检设备等各类
标准化执法装备30台(套)，同时开发“食药手机APP”软
件。目前，齐河已有300多家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安装食品
监管溯源平台并上线“食药手机APP”等智慧监管软件，
实现了“明厨亮灶”。该县计划利用5年时间，实现食品
药品安全智慧监管全覆盖。

齐河：“明厨亮灶”

让百姓吃得放心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杨淑栋
本报通讯员 燕洪刚 王家浩

日前，记者走进淄博市博山区石马镇，
绿水青山环绕，艳阳下五阳湖如一面银镜，
几缕清风惹得湖面波光粼粼。

五阳湖变得如此美丽诱人，得益于博山
区改革创新湿地开发模式，实行“开发+治
理+保护”，全面推进五阳湖国家级湿地公
园环境持续改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双赢。今年1月，五阳湖湿地被认定为国家
级湿地公园(试点)。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博山区各项事业发
展的最好平台。开发、保护、利用好一个五
阳 湖湿地 ， 不 仅 能 给 博 山 再 增 加 一 个
‘肺’，调节好周边的小环境小气候，更能
让附近10多个贫困村的村民从中受益。”博
山区委书记刘忠远告诉记者。

“最美湿地”美山村

“以前五阳湖叫石马水库，库容不过
1500万立方米，周围都是荒坡、土路，根本
谈不上景观。”石马镇副镇长韦福兴说，
“过去，水库周围道路坑坑洼洼，岸边还堆

有不少生活垃圾，村民都没有来玩的，更别
说游客了。”

为了把五阳湖湿地做到尽善尽美又不过
分增加财政压力，2016年，总投资额5 . 7亿元
的博山区五阳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
正式签约，建设期3年。目前，已先后改造
提升了五阳湖路、蛟石路、博石路等5条主
干道，建成3座景观桥和3座古建筑，完成300
米的木栈道和1000米的栈桥，湿地内基础设
施建设已初具规模。

“基础设施得从细节着眼，国家级湿地
公园得有星级设施才相配。”韦福兴说。目
前，湿地公园已配套三星级旅游厕所2处，
今年还沿公园新建长10公里、宽6米的旅游
绿道，方便游客散步、驴友骑行。

今年2月，五阳湖湿地被评为“山东省
最美湿地”。山东省公开水域锦标赛、省铁
人三项赛、跑游山东半程马拉松赛也将于7
月、8月和10月在五阳湖举办。

旅游资源带动百姓受益

一到周末，中石村村民谢春香家的桑园
里格外热闹。“我这桑园经营了十多年，以
前主要做蚕丝被，今年是第一次开放桑葚采

摘。”谢春香说，“政府打造五阳湖湿地公
园，又修路又美化环境，路通到桑园门口，
游客进得来，我们也多了一项收入。”谢春
香一旁的老父亲脸上也笑开了花：“采摘期
这一个月就来了上万人，俺家200亩桑园仅
采摘收入就有15万元呢。”

南沙井村的贫困户栾兆圣同样得到了实
惠。“过去没有门路，没有项目，现在村里统一
搞起了高档农家乐，俺也参加了，今年以来收
入都超过了2万元哩。”老栾笑得合不拢嘴。

“过去我们村集体收入基本为零，今年
村里依托五阳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开发，实施
了九曲尚苑农家乐、水上运动基地等扶贫旅
游项目，在假期日接待游客超过1300余人，
村集体收入从3000多元增加到近3万元。”南
沙井村村两委成员丁翠霞说。

2016年，五阳湖湿地公园累计接待游客
60余万人次，带动周边14个村28万人受益，
逐步把“生态价值”转化为“旅游价值”和
“经济价值”。

湿地开发离不开治理保护

最近，几张五阳湖的白鹭照片在微信朋
友圈里刷屏，“五阳湖再现白鹭群”“白鹭

飞进石马镇”的标题引人注目。雪白的白鹭
婷婷立于湖面，引得村民和游客纷纷拍照。

“五阳湖作为国家级湿地公园，动植物
资源丰富，加上近几年保护严格，吸引了许
多珍稀鸟类聚集。”石马镇主任科员翟超
说，石马镇实施了植物恢复与种植工程，实
现新增绿化面积20万平方米，环湿地周围还
建成了宽50米、长10公里的湿地植被带，生
态环境进一步优化。

在环湖路上，记者碰到了正在巡逻的五
阳湖湿地保护执法大队队员赵金刚，他说：
“在巡逻过程中，我们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
法行为会第一时间制止，特别是乱搭乱建，
确保湿地生态环境不受破坏。”据悉，石马
镇成立了五阳湖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建设监督
领导小组，组建50人的湿地保护执法大队，
严格执行24小时巡逻制，严厉打击破坏生态
湿地的各类行为。

同时，石马镇创新日常环卫机制，引进
环卫公司，区域内卫生清洁全部实行公司化
管理，确保“垃圾不流落五阳湖、污水不流
入五阳湖”。

如今，五阳湖湿地公园湿地率已达到
79 . 27%，长效生态保护机制将让这里山更
绿、水更清。

开发与治理保护同行
——— 博山五阳湖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的奥秘

□记者 李媛 通讯员 孙晓东 报道
本报平度讯 海的女儿、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

孩、丑小鸭……这些元素，将来都会在平度市安徒生童话
小镇里找到。9月8日，由上海安徒生童话乐园有限公司投
资的安徒生童话小镇项目签约落户平度。项目预计总投资
30亿元，规划建设安徒生童话主题乐园以及丹麦品牌中
心、童话主题酒店、主题文化馆、丹麦时尚街区等。

上海安徒生童话乐园有限公司副总裁计峰表示，平度
安徒生童话小镇是文化旅游综合体，乐园以安徒生经典童
话故事为主题元素，结合投资方自主研发的高科技旅游设
施，建设激情与梦幻的欢乐王国，全力把项目打造成标
杆。

据悉，该项目的引进落户是平度市招商引资的又一重
大成果，是该市建设山水田园休闲旅游胜地的具体体现，
将对商贸旅游发展、城市品质提升提供新的强力支撑。下
一步，平度将为项目建设提供一流的服务和环境，共同把
项目推进好、实施好。

平度将建安徒生童话小镇
总投资约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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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环泽 报道
志愿者带领10名孤儿游古城。

□本报记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王玉翠 王真源

“有树、有花，有路灯，而且家门口就有企业，上班方
便，就是让我搬到城里也不去。”在奥斯登企业上班的莱
西市姜山镇后张家庄村村民高春茂告诉记者，作为工业园
区核心村，后张家庄村先后落地奥斯登、华翔航空、爱科
铜业等一批机械制造项目。

当前，村庄周边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智能汽车产业
园正在启动，把“风景”变成“产业”，将“美丽”转化
为“生产力”，后张家庄村的“美丽效应“越来越凸显。

莱西市姜山湿地之美引来一大批项目落户姜山镇。美
丽环境也是生产力，这一理念在姜山镇越来越成为共识。
“不仅湖要美，更要村庄美，不仅局部美，更要全面
美”，姜山镇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姜山镇今年从“美丽也
是生产力”的实际经验出发，坚持“典型引路、梯次展
开、突出特色、稳步推进”，让美丽乡村建设融入特色新
城建设中来。

如今，像后张家庄村这样的美丽乡村在姜山镇正梯次
展开，稳步推进。在打造示范村的同时，姜山镇又把柴
岚、前垛埠、后垛埠等21个村庄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达标
村。对每个村庄逐村现场调研，因村制宜，逐村制定框架
性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初步拟定全镇21个村，硬化道路71
条共56293平方米，绿化17713株，路灯亮化206盏，排水沟
3978米，广场硬化400平方，管道工程265米。

姜山镇美丽乡村

建设融入特色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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