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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凌燕

“孙家集街道汤家埠村党支部委员、村文
书黄文波在该村低保核查工作中，未正确履行
职责，导致本村一村民已去世的情况下仍作为
低保户上报，直至2016年9月一直享受低保待
遇。市纪委给予黄文波党内警告处分。”这是
寿光市纪委近期点名通报的扶贫领域违规违纪
典型案件之一。

“我们把点名道姓公开曝光典型问题作为
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重要环节。”寿
光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洪光景说，“点
名道姓的通报是敲山震虎，传达出‘谁敢动群
众的奶酪，就打谁的板子’的强烈信号。”

今年以来，寿光市纪委加大扶贫领域监督
执纪问责力度，对情节轻微的，及时通过约谈
诫勉等方式教育提醒。对胆敢向扶贫资金伸黑

手的，以零容忍的态度快查严处，绝不姑息。
对查处的典型问题通报曝光，持续释放违纪必
究、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让扶贫领域的“蝇
贪蚁腐”无处遁形。

“对大案要案要重拳出击，对蝇式腐败也
要坚决查办。对每起扶贫领域的案件，无论涉
及到谁，一追到底，严肃问责，确保一厘一毫
‘救命钱’都真正用于贫困群众。”寿光市委
常委、纪委书记王霞说。

8月26日，寿光市纪委常委王晓东来到古
城街道罗庄村低保户杨云龙家。“老乡，最近
身体挺好的吧？低保金每季度都按时发你卡上
吗？”王晓东通过“闲聊”了解低保资金发放
情况。

“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发现不了问题线
索。”王晓东说，纪检干部得走村入户，深入
到老百姓家里才行。

王晓东带队走访古城街道，当天上午走了

2个村，了解了近30个帮扶对象的生活现状。
“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进村入户走访上，

每个镇街抽查10%以上的行政村，与党员代表
进行座谈。对低保、医疗救助、农村寄宿生补
助、危房改造等对象逐一走访，实地查看救助
对象经济条件是否符合救助标准。听听他们的
反馈，有没有及时收到相关扶助资金，村里有
没有优亲厚友的问题。”王晓东说。

要打赢助力脱贫攻坚战，就必须摸清楚扶
贫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此，寿光市纪委立
足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制订《扶贫
领域专项检查工作方案》，从市纪委、扶贫
办、民政局、住建局、教育局等相关单位抽调
15名工作人员，成立3个联合检查组，聚焦扶
贫领域暗箱操作、弄虚作假、优亲厚友，以及
扶贫领域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突出
问题，重点围绕社会保障资金、教育助学资
金、危房改造资金3大类16项扶贫资金开展专

项检查。
8月16日至29日，寿光市纪委常委带队，通

过查阅资料、进村入户抽查等方式，对扶贫领
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3个检查组共
走访594户，查阅档案2350卷，发现问题线索62
个。

王霞去了营里镇晋疃村、上口镇河疃村、
台头镇张家庄等地。扶贫政策是否落到实处？
镇村干部在脱贫攻坚中遇到哪些困难和问题？
群众对帮扶干部作风是否满意？每到一地，王
霞都与基层干部群众交谈，实地了解困难群众
生产生活情况和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情况。

“要切实做到脱贫攻坚工作做到哪里，监
督执纪问责就跟进到哪里。”王霞说，下一
步，将通过联组办案等方式，对发现的扶贫领
域问题线索全部跟进核查，做到问题不查清不
放过、责任不查明不放过、追责不到位不放
过，为精准扶贫脱贫保驾护航。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辉

9月13日上午，寿光市孙家集街道鲍家楼
村村民李文给寿光兴源法律服务所主任毛相顺
发来一条微信：“请帮忙拟一份土地流转合
同。”了解到土地性质、面积、边界、流转费
用等信息后，毛相顺给李文发去了拟好的合
同。

毛相顺担任着鲍家楼村的法律顾问，他的
电话、微信二维码、相片等信息都张贴在鲍家
楼村委大院内。李文就是通过扫描微信二维
码，加了毛相顺为好友。“法律顾问拟定的合
同更详细更规范，我也就更放心。”李文说。

“经常有村民咨询法律问题，请我们帮着
草拟合同，解疑答惑。”毛相顺告诉记者。

毛相顺在微信上建立了鲍家楼村法律咨询
群，群内现在有成员30多人，既有村委成员，
也有普通百姓。

兴源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担任着孙家
集街道、文家街道、营里镇、双王城生态经济
园区130多个村的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在每个
村都建立了微信群。镇（街道）层面也有司法
群，寿光市司法局建立了140多人的寿光市法

律顾问之家群。
“微信群内，百姓有了邻里矛盾、家庭纠

纷等疑问，可以随时问。遇事先问法，引导百
姓通过司法手段解决问题。”寿光市司法局局
长董增吉说。

目前，寿光在14个城市社区、94个农村社
区、975个行政村居，全部安排了法律顾问。
共有58名律师、53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
法律顾问。

按照规定，法律顾问每月到村居（社区）
服务4次或者累计服务8小时，有需要时随时介
入。

“许多百姓觉得去村委和法律顾问交流有
顾虑，在微信上反而能畅所欲言。”寿城律师
服务所主任孙义说。

“每一位法律顾问在服务的村都建立微信
群，接收百姓咨询，把公共法律服务真正落到
实处。”董增吉说。

8月29日，营里镇北宋家庄子村的法律顾
问、圣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荣玉，主持了北宋
家庄子村村内道路两侧彩砖铺装及排水沟修整
工程投标。最终两位投标人中标。在张荣玉的
指导下，该村村委与中标人签订承包合同，对
合同进行备案留存。

“村委对招投标几乎没有经验，我们帮着
操作。在微信上、电话里已经把情况了解清
楚，我们帮着制订标书，提出详细可行的要
求，从而顺利招标。”张荣玉说。

早在8月21日，张荣玉就与北宋家庄子村
党支部书记等人对接，对招标公告进行法律
审查，并通过村务公开栏、村广播及微信群
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张荣玉还对招
标说明与承包合同进行了审查，出具了修改
意见。

寿光市法律援助公共服务中心，今年8月
推出了掌上法律援助大厅。按照制订的路
径，就可以在线申请法律援助。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张瑜演示了申请全过程。先是用手机
扫描掌上法律援助大厅二维码，在线申请中
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电话、案由，然后上
传身份证正反面，以及镇村盖章的经济情
况，提交等候即可。

“当事人不用往返，在家用手机就可以完
成援助申请，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张瑜说。

9月15日，洛城街道的李江因为被诈骗，
在掌上法律援助大厅申请法律援助。寿光市法
律援助公共服务中心马上安排律师了解情况，
实现了对接。

“法院立案后，律师输入档案，当事人可
以看到案情进展。”张瑜说。

记者在寿光市法律顾问之家群看到，群内
不仅有业务进展、成果展示，还有信息交流、
业务探讨等。

德泽律师所杨怀安在群内分享了律师办案
工具大全，得到多位群友点赞。李增和分享的
司法部有关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内容，受
到群友欢迎。

“通过分享，增加法律顾问业务能力。面
对疑难问题，每人都可以献计献策，从而寻找
更好的解决办法。”毛相顺说。

据统计，从7月1日111名法律顾问全部落实
到位，至8月31日，这些法律顾问共为群众提
供法律咨询2587人次，开展法律宣传271场次，
审查合同协议1126件，为镇街党委政府、各村
村委提出法律意见513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181起，代理诉讼案件48起，代理非诉事务232
起，协助处理信访48起，参与重大事项88起，
参与民主决策50次，办理法律援助28件，协助
制定村规民约38件。

“两个多月来，法律顾问无论是微信沟
通，还是现场工作，都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作
出了积极贡献。”董增吉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9月18日上午，寿光市古城街道垒村弥河
段，郭英文在岸边散步。“原来这里有个养猪
场，不仅有臭臭的污水，还有苍蝇蚊子，从这
里经过，大煞风景。现在好了，走在这里，清
新怡人。”郭英文说。

养猪场是南孙云子村徐振开设的。如今，
徐振把养猪场从弥河岸边搬迁到统一规划的养
殖区了，还上了整套的粪污处理设施。“为了
环保和养猪场的长远发展，这些付出有必
要。”徐振说。

今年7月，寿光启动清河行动，共关停畜
禽养殖场94处。清河行动，还包括清理违章建
设、清理黑臭水体、清理河道垃圾等内容。

这是今年寿光全面实施河长制取得的成效
之一。5月下旬，寿光印发《全面实行河长制
实施方案》，实行“全面排查、系统整治、巩
固提高”三步走战略，对全面实行河长制进行
了专题部署。

据了解，寿光共有19条市级河道、9条镇
级河道、1处湖泊、1条干渠，总长度669公里。
近年来，寿光的河湖存在水污染、河道断流、
侵占河道、湿地萎缩、地下水超采、海水入侵
等诸多问题。

“全面实行河长制，就是要统筹解决这些
问题，推进河湖系统保护和水生态环境整体改
善，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寿光市水利局局长
黄树忠说，实行河长制也是寿光推动新旧动能
转换，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的重
大机遇和现实选择。

从5月28日至6月30日，寿光组织人员对全
市的河流进行了摸底排查，排查河道总长度
669公里，列出了违章建设、入河排污口、畜
禽养殖等所有的河道问题清单，共计975项。

如今行走在弥河洛城街道寒桥段，位于岸
边的砂场、煤灰场已经拆除关停。弥河内水
草、芦苇随风飘荡，透过水面可以看到鱼儿游
动。“原来走在这里，灰尘四起，河面脏兮兮
的。现在干净多了。”经常在岸边散步的杨元
宇说。

洛城街道水利站站长赵登昌说：“以前也
曾多次清理，但力度不够。今年全面实施河长
制，工作顺利推进。”

7月3日，寿光市古城街道党工委书记、河
长付乐启收到寿光市河长制办公室的督办函。
内容如下：“垒村村民郑某私自在河道内堆放
砂石料，还有村民私设灰料场一处，同时两处
周边倾倒了许多生活垃圾和其它垃圾。该问题
直接影响了河道及周边整体环境。请你履行河
长责任，及时处理，并把整改情况汇报。”

7月6日，付乐启将整改情况以及整改后的
图片汇报至河长制办公室。

“全面建立市、镇（街区）、村三级河长
组织，构建了职责明晰、责任明确、追责有
力、监管到位的河长制工作体系。”黄树忠
说。

9月16日，在东张僧河杨庄社区段，记者
看到，河道内的垃圾已经清理干净。原来这里
曾有黑臭水体，是部分村庄生活污水排放所
致。东张僧河垒村段，大棚收获完毕时，往往
有大棚蔬菜垃圾堆放岸边，甚至倾倒在河道
内。“发酵后，蚊子苍蝇特别多，也有难闻的
味道，还污染了河流。”垒村村民郑文元说，
今年夏天，这些河道垃圾全部被清理，送至垃
圾处理厂。

据介绍，截至8月底，寿光已清理违章建
设108处，封堵排污口32处，关停砂场、煤灰场
13处，清理河道垃圾343处，清理黑臭水体42
处。

如今的丹河水流潺潺，水草茂盛，不时有
水鸟飞过。“以前，沿村的河道经常被村民当
成天然垃圾场，河水污染严重。现在，村村有
了河长，垃圾统一清运，还栽植了很多水生植
物，建起了水上景观，水生态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改善。”赵登昌说。

全面实施河长制后，寿光有20名市级河
长，81名镇级河长，471名村级河长。

为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和监督河长制工作的
开展，寿光市河长制办公室聘任88位民间河长
担任河流守护者，义务参与河湖管理及保护工

作。
寿光市环保局党委委员、污水征收费办公

室主任范黎明是弥河民间河长。
“我喜欢水，也懂得水资源的重要性。弥

河是我身边的河流，看到清澈的河水是我最大
的愿望。”范黎明说。

如今，每到周末，范黎明会沿着弥河骑自
行车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汇报给寿光市河长
制办公室。有时间，他还义务向两岸的百姓宣
传河道河流管理法律法规。

“通过民间河长的引导、示范、鼓励和带
动，吸引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护河、爱河、守河
的行动中来。”黄树忠说。

据了解，目前寿光河长制办公室共整改问
题632项，完成总任务的65%。

法律顾问的微信二维码贴到每个村

百姓法律疑难，群内解答

寿光加强监督执纪问责，助力精准脱贫攻坚

扶贫到哪里，问责跟到哪

寿光摸底排查河道问题975项，已整改632项

有了河长，水清河畅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杨 峻

寿光市侯镇黄疃村蔬菜市场房顶上，分布着
139块蓝色太阳能光伏发电板。截至8月底，这个
30千瓦的光伏发电项目，累计发电3 . 6万度。
“村里有了光伏发电项目，每年至少可以增加集
体收入2万元。”黄疃村党支部书记李元红说。

据了解，这个光伏发电项目共投资38万元。
其中财政扶贫资金31万元，部门扶持4 . 2万元，
黄疃村自筹2 . 8万元。

寿光市扶贫办主任王光明说，光伏发电项目
可持续20年，这让黄疃村有了富裕起来的源泉和
动力。

黄疃村是2016年省级定点贫困村之一。黄疃
村有多穷？“村里的集体收入多年来几乎为零，
村干部的工资累计拖欠20多万元。”黄疃村文书
朱振德说。

黄疃村由4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组成，共330
户，其中2016年精准识别贫困户7户。该村村民
主要以种植蔬菜、小麦、玉米为主，2016年村民
人均收入1万元左右。

在李元红的理解中，疃就是荒滩的意思。在
黄疃的4个自然村中，只有李家黄疃村水质较
好。村民发展起来100多个蔬菜大棚。其余的村
民只能种植小麦、玉米。村里也曾尝试打深水机
井，几次请来水利专家探测后，200米的地层都
没有发现好的淡水。因为没有良好的灌溉条件，
村里的土地每亩200元都流转不动。渴望种植大
棚的村民，只能去邻村租地种大棚。

“不要说庄稼浇灌难，以前村民饮用水都得
去邻村挑，或者用车拉。”朱振德说。

2014年，从侯镇通了自来水，黄疃村才结束
了喝水难的日子。

不仅喝水难，路也难走。因为没有资金，前
几年黄疃村大街小巷都是土路。一到雨雪天气，
出不来进不去。“遇到婚丧嫁娶，村民抱怨连
天。”朱振德说，路不好，蔬菜粮食不好卖，经
济发展困难重重。

在各级财政的帮助下，黄疃村又号召村民捐
款，终于修好了大街小巷。

2015年，黄疃村在“第一书记”王新文和队
员张东东的带领下，修建了3000米园区生产路。
“下雨天去田里干活，都没问题了。”黄疃村村
民王清波说。

在2016年之前，李元红家夏天冰箱里不敢放
东西，空调也不敢开。“一用电就跳闸，线路老
化，电压承受不了。”李元红说。

寿光市农业局的陈永智，2016年担任黄疃村
“第一书记”后，联合寿光市供电公司对全村低
压线路进行了一次全面改造，重新架设了电线
杆，更换了线路，做到了每眼机井都配备高质量
配电箱。“当时，为了能尽快完成改造，供电技
术人员冒着酷暑紧张施工，新架设线路9 . 6公
里，更换变压器1座，投资315万多元。”陈永智
说。自此，黄疃村购买空调、冰箱的人家才多
了。

黄疃村有100多个大棚，500多亩蔬菜，但没
有一个蔬菜市场，老百姓卖菜要去外村。通过多
次征求群众意见，走访了解其他村头蔬菜市场，
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寿光农业局投资13万多元
为村里建造了一个蔬菜销售市场。

“现在村头市场出租出去，每年可以收入2
万元。”朱振德说。

王清波现在种着一个丝瓜拱棚，预计年收入
超过8万元。“因为第一年种植，没有经验，掌
握不好温度，丝瓜产量不高。明年收入会更
好。”王清波说。

这是寿光扶贫办投资6万元帮助黄疃村建设
的拱棚。李元红说，每年出租费7000元，这部分
收益也归村集体所有，其中一部分用于帮扶贫困
户。

“目前各项集体收入加起来可达8万元。虽
然已经脱离贫困村，但要强大起来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李元红说。

在李元红的设想中，黄疃村还将把村内养殖
专业户组织起来，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还要建
设黄桃生产基地200亩，新发展大棚蔬菜100亩。

王光明认为，黄疃村将黄桃和蔬菜生产产业
化的蛋糕进一步做大、做强，从而达到精准扶贫
要“输血”更要“造血”的目标，加快实现由贫
困村向经济带头村的转变。

黄疃：贫困村的

摘帽之路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物流园价格指数检

验检测中心获悉，9月11日至17日这一周，寿光
农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11 . 85点，较
上周1 2 0 . 4 0点下跌8 . 5 5个百分点，环比跌幅
7 . 1%，同比跌幅16 . 1%。

这周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中，9类指数
下跌1类上涨。其中下跌明显的是水生类、瓜菜
类、菜豆类、菌菇类，环比跌幅分别为28 . 8%、
19 . 2%、12 . 5%、12 . 4%。上涨的类别仅有白菜
类。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分析，三
个方面原因影响指数下跌。一是近期晴好的天气
及适宜的温度利于蔬菜的生长，特别是省内及地
产秋菜长势加快，出产量明显增加。同时，良好
的天气状况为蔬菜的采摘及运输提供了便利条
件，菜价整体呈现季节性回落。二是各地秋菜陆
续收获上市，基本实现自供自足，市场采购需求
相对减弱。三是部分进入销售尾期的北方蔬菜品
相、质量下降，售价低，进一步拉低菜价。

随着天气转凉，省内及地产蔬菜上市量会不
断增加，供应量充足，外省北方菜继续减少，隋
玉美预测，后期蔬菜价格指数仍将保持下降趋
势。

蔬菜价格持续下跌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石如宽 报道
全面实行河长制后，寿光弥河得到彻底治理。如今这里水清景美，人们也愿意来散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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