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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万照广 甄再斌 报道
本报枣庄讯 9月6日，51岁的枣庄市薛

城区陶庄镇大南庄村民邓桢太像城里人一样
来到龙润生态园上班。去年，他把自家的1亩
农田以每年1000元的价格流转给了龙润，自
己在生态园打零工月收入2400元。同样数量
的农田，同样出力干活，收入却比往年翻番，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给邓桢太带来了实惠。

近年来，薛城区以“确权赋权活权”为
主线，农村综合改革激活了农村经济“一池
春水”。“当前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农

民持续增收遇到瓶颈。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有
利于村级集体经济焕发活力，可以让农民的
钱袋子尽快鼓起来。”区委书记姜山对记者
说。

2012年，薛城区被列入国家农村改革试
验区。围绕激活各类生产要素，唤醒农村土
地等一系列“沉睡的资本”，该区先后出台
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和办法，注册成
立了枣庄市首家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确保了
农民拥有的生产要素、财产权利自由有序流
动。截至今年8月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到864家，农村土地流转面积11 . 15万亩，
农村资金互助试点达6个，34万农民分享到
了改革红利。

该区通过走访调研发现，随着试验区建
设的深入，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清晰、
权责不明确、保护不严格等问题日益凸显。
巨山街道辖14个行政村、12个城市社区，常
住人口约15万人。14个村集体资产平均达到
3800万元，村干部、群众普遍存有分光吃净
的短期思想。薛城区尝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
制改革，将原来“人人抽象所有、个人实际
没有”的村集体资产变为了“集体真正所

有，成员按份拥有”。截至目前，全区改革
试点村达到50个，占全区涉农村居的25%，
其中15个村已全面完成股份制改革，量化资
产总额1 . 51亿元，量化总股数20170股，实现
了资产变资本、村民变股东。

通过股改，东托三村集体资产年收益约
300万元，收益的20%用于办公、公益事业，20%
作为发展基金，剩余60%用于股民分红。50岁
的村民王运武虽然通过城中村改造分得了城
市住房，但没有固定收入，再加上老伴常年
有病，一家4口日子过得很紧。去年，他家
每人分红2000元，有效缓解了家庭的窘境。

□本报记者 肖 芳

平度市明村镇王刘村，是个出了名的贫
弱村，然而村容村貌却让人眼前一亮：南北
两条中心大街平坦笔直，8条小街小巷高标
准硬化，路边安装路灯，栽满绿化树木，临
街房屋外墙也统一粉刷美化。

“硬化这6000多平方米的大街小巷，一共
花了65万元。”王刘村党支部书记徐万亮说。

一个经济薄弱村，哪来这笔修路巨款？
徐万亮给出了答案：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
策，让老百姓受益了！

王刘村共有150户村民556口人，耕地面
积2160亩。村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经济基
础十分薄弱。多年以来，村级公益事业投入
匮乏，导致道路、路灯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
滞后。

徐万亮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所需资
金、劳务实行村民一事一议，但是通过村民
一事一议筹得的资金数量有限，根本不能满
足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的需求。

近年来，为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社
会事业发展滞后的局面，青岛开始实施村级
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财政
资金重点对农民需求最迫切、反映最强烈、

受益最直接的道路硬化等村级公益项目，尤
其是经济条件相对薄弱的地区和村庄，按照
项目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进行奖补，最高可

达90%。
2016年，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开始惠

及地处平度南大洼的王刘村。这一年，王刘

村修路总投资65万元，其中村民们通过一事
一议筹资筹劳6 . 3万元，村集体出资6 . 7万
元，剩下的52万元，全部来源于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资金，占总投资额的80%。

在硬化道路过程中，德高望重的王明文
被村里聘为施工质量监督员。在他和其他4
名村民的监督下，所有街道全部高质量、高
标准、如期完成硬化。“在坑洼泥土路上走
了一辈子，做梦都想不到还能踏上水泥道
儿！”

和王刘村一样，地处平度市东北山区的
云山镇盛家庄村，也是“一事一议”奖补项
目的受益村，而且奖补比例达到了90%。去
年，该村集体投入0 . 8万元，村民筹资筹劳
6 . 9万元，申请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69 . 3万
元，总投资77万元，硬化了村内7条主街8条
小巷。

据统计，自青岛市2010年启动村级公益
事业项目财政奖补以来，平度市累计申请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2994个，获得上
级财政奖补金额29870 . 5万元，投资总额达到
73891 . 8万元。今年，平度市共获得青岛市级
财政奖补资金6029万元，目前正对237个村庄
实施道路硬化、亮化、美化等公益事业建
设，为老百姓带去更多看得见的实惠。

筹资6 . 3万元，咋修成了65万元的路
平度推进“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落地惠民

集体真正所有 成员按份拥有
薛城15个村资产变资本、村民变股东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尹晓鹏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19日，青岛前湾保税港区与中国华融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发起设立“一带
一路自贸驿站”发展基金，推进“一带一路自贸驿站”建设。

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已在全球布局44处“一带一路自贸
驿站”，范围涵盖俄罗斯、伊朗、捷克、马来西亚等国，
以及全国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疆喀什特区、广西钦州
保税港区、内蒙古满洲里综合保税区等20余个省、自治区
(建设兵团)、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及30余家国家自贸
试验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还将加强在投融资领域的合作，
中国华融国家控股有限公司将通过引进国内外知名战略投
资者，并利用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基金、信托等方式，
与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在土地开发、先进产业制造、运输物
流、基础设施、环保、新能源等开展投资合作。

□彭辉 时建春 报道
最近，威海市文登区泽库中学245名学生领到了免费

校服。据了解，自2012年起，该校部分学生每年都可以领
到夏秋两套免费校服，减轻了学生家庭尤其是贫困生家庭
的经济负担。

“一带一路自贸驿站”

发展基金设立

□记者 从春龙 报道
本报海阳讯 9月28日晚，第二届“海阳毛衫杯”

2017针织服装创意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海阳市圆满落幕。
海阳市毛衫产业经过50多年的发展，目前针织毛衫产

业集群拥有企业450家，个体加工户5000余户，从业人员12万
余人，年产毛衫4亿余件，年产值150余亿元，已成为中国江
北最大的毛衫产业基地。近年来，海阳市将针织毛衫产业纳
入全市“十三五”发展规划，并作为全市八大招商方向之一。
该市通过进一步完善海阳毛衫产业链，推动全市针织毛衫
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中国毛衫名城”产业集群效应和

“海阳毛衫”品牌效应。

海阳举办2017针织服装

创意设计大赛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李梦 王振 报道
本报莱阳讯 9月27日—28日，涉及食品、制药、新

材料、汽车制造等多个行业的全国24名高层次专家、学者
齐聚莱阳，参加第二届“高层次人才梨乡行”活动，为该
市产业发展把脉问诊，与本土企业洽谈项目合作。

专家们现场观摩了莱阳市绿色大厨房电商工程等重点
项目，并深入本土重点企业，与企业就合作事项进行洽
谈，对该市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提出意见建议。最终，出
席活动的24位专家与本地企业达成合作意向13项，13名高
层次专家与本地企业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今年以来，莱阳市积极搭建高层次人才对接平台，梨
花节期间，邀请13名博士以上学历高层次人才到莱阳开展
合作洽谈，与中科院百人学者梁汉璞等专家达成多项合作
意向。同时积极开展“千人计划”送企业活动，多渠道搜
集“千人计划”专家线索158条，编制《“千人计划”专
家名录》，“面对面”送到企业，累计走访企业107家，
有需求意向“千人计划”专家12名。

24位高层次专家

赴莱阳“寻婆家”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吕文波 刘笑伶 报道
本报莱西讯 “没想到这么快就把工资给要回来

了。”莱西市马连庄镇周子海因肢体残疾，不便到劳动监
察部门投诉被拖欠的1500余元工资，通过“微信”投诉
后，执法人员在10个工作日内就为他追回了工资。

这是莱西市人社局建立“讨薪绿色通道”的一个缩
影。该市自建立“讨薪绿色通道”以来，共为600余名职
工追薪400余万元。

莱西市人社局在劳动维权中心设立了讨薪窗口，同时
创建了互联网维权平台，在原来的“劳动保障服务咨询热
线”基础上，先后开通了劳动保障公众“微信”、劳动保
障监察“QQ”群等多个劳动维权讨薪平台。同时，该市还在
全市12处镇(街)设立了劳动讨薪维权投诉受理点，职工遇到
问题可以就近到当地镇(街)劳动保障服务中心进行投诉，
并在1个工作日内转交市劳动保障监察局进行办理。

为震慑恶意欠薪者，莱西市人社局将涉嫌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的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并建立企业失信制度，
把欠薪企业列入失信企业名单。

□李明 李伟伟 宋静 报道
本报利津讯 记者近日在利津县凤凰路便民早餐点看

到，17家早点摊沿凤凰路西侧依次排开，生意十分红火。
为缓解流动摊贩与城管执法队员“打游击”的状况，

利津县结合“一公里”便民服务圈，在人口稠密区规划设
立了凤凰路、翠微小区等5处便民早餐点，设置防疫站北
侧、枣园、津苑B区东门等3处临时便民摊点，另外，建
成三里市场、西关桥便民市场等2处便民市场，由城市管
理部门实行集中规范管理，对经营者免费开放，既满足和
方便居民消费，又保障经营者权益。

商户进驻便民点后，严格遵守“定点限时、八点收
摊、人走地净”的经营规则，自觉规范经营。城管部门执
法人员歇人不歇车，采取错时值班的方式，对县城区各主
要交通道路、便民摊点轮流值守，培育规范经营环境。

莱西：“讨薪绿色通道”

助600余名职工追薪

利津：路边流动摊点

有了新“家”

□ 本报记者 马景阳
鲁中晨报记者 韩 凯

本报通讯员 仇慧清 高 鹏

关键词：公道

除了每天看新闻，淄博市淄川区韩庄村
党支部书记褚全德还有个习惯，每天5点左
右起床，先围着村子转一大圈，看看企业、
地里、村里有啥情况。这个习惯从他开始担
任书记、主任开始，一直坚持至今。一身休
闲服、一双运动鞋，这是村民眼中褚全德最
常见的装束。

“转悠不是瞎转，是看事，是一边看一
边琢磨事。看看企业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吗，
看看村里哪块地荒了。”褚全德说。

2016年4月，韩庄村被淄川区确定为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简单来说，就是要
将村里的集体资产进行确权、评估，最终成
立股份合作社，让所有村民都当上股东。

一起被列为试点的还有另外一个村，该
村在韩庄村之前完成了改革，该村根据本村
实际情况、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村民进
行了差异化配股。在集体讨论学习了该村的
经验后，韩庄村村委扩大会讨论出了一个初
步配股方案：老韩庄村人每人占2股，参与
1998年确权的村民占1 . 5股，后来并入韩庄村
的村民占1股……

“当时讨论出来这个方案，光想着借鉴
别村的经验了。没想到会后让大家去征求村
民意见，结果很多人不同意。”褚全德说，配股
方案一度让他十分挠头，有一天，他像往常一
样早起出去转，走着走着突然想：“每个村的
村情不同。最后一批并入韩庄村的村民已经

享受村民福利待遇五六年了，为什么不顺着
把股权的事也一碗水端平呢？干脆，所有享受
福利待遇的村民，全部一人一股。”

想到这里，他赶紧回到村委，将自己的
想法告诉了同事们。经过一番讨论，大家也
都觉得这个方案有理有据，应该能得到村民
的认同。果然，再次征求意见的反响比之前
好多了。

在顺利走完各种法律程序后，去年7
月，韩庄村股份合作社成立。

褚全德也有“不公平”的时候。2002年
至2008年，韩庄村先后迎来了三峡移民、小
土屋村村民和南旺村村民。在给这些新村民
分地的时候，褚全德没有执行老韩庄村村民
每人0 . 25亩的标准，而是执行了南旺村村民
0 . 4亩、小土屋村村民0 . 43亩的标准，三峡移
民更是享受到了每人0 . 5亩的待遇。

“后来并入的这些村民，他们村的地
多，如果按照老韩庄村村民的标准分，表面
看是一碗水端平了，其实对那些村民是不公
平的。”褚全德说。

对于村里的三峡移民，褚全德给予了格
外的关注和关心。三峡移民到村第一天，村
里就租了车带他们到厂矿企业，让他们挑选
可以胜任的工作。在八月十五、春节等节
日，三峡移民与军烈属享受同等待遇。

“原来人家的居住环境多好，屋前屋后
都是树，可是为了国家事业，放弃了自己的
家，来了以后咱们得好好照顾他们。”除了
享受和村民一样的福利待遇外，褚全德还跟
村委商议，在土地分配、找工作方面优先安
排三峡移民。同时，为了方便管理和沟通，
褚全德还把三峡移民中唯一会说普通话的冯
玲吸纳进村委会工作。

产权改革和分地上的“公”与“不公”
——— 褚全德和他的治村“关键词”（二）

□本报记者 马景阳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田 欣 杨永杰

9月28日上午，在淄博市张店区世纪花
园小区的一家不起眼的小门店里，一个长
相甜美的年轻姑娘正在给一个小伙子“量
体裁衣”。小伙子装束时髦，前几天通过
一家服装企业的网上定制端口定制了一条
“个性十足”的牛仔裤。

过去的服装企业，要么做大批量订
单，要么做极昂贵的高端定制，一条三四
百元的牛仔裤，也能让工厂单独定制吗？

“你看这些单子，都是前几天客人们
过来单独量体定制的，包括款式、颜色、
版型，还有一些特殊要求，比如工字扣、
雕刻、绣花、破洞，实现了客户的个性化
要求。”工作人员介绍。

这家能够单条定制牛仔裤的企业，就
是山东海思堡服装服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董事长马学强告诉记者，海思堡
公司与国际电商巨头亚马逊签约，成为亚
马逊全球服装网络协同制造商，借助网络

为全球消费者“私人定制”。
就在不久前，工信部公布的2017年制

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项目中，我省
有2家企业3个项目入选，桓台县海思堡服
装服饰集团公司的牛仔服装柔性定制双创
平台建设项目，入选“双创”平台+模式创
新试点示范项目。

像很多传统服装企业一样，海思堡原
来一直做大订单，一个款式5000件以上才
接单，一件挣一两美元。但从2 0 1 4年开
始，随着国外订单开始往东南亚国家转
移，海思堡的订单迅速下滑。

“工业4 . 0时代，谁能掌握智慧制造、按
需定制技术，谁就能成为工业4 . 0的最大赢
家。”马学强说，面对越来越萎缩的“千篇一
律”的订单和人们越来越个性化的生活，海
思堡及时调整战略和思路，从供给、生产端
入手，借鉴德国“工业4 . 0”发展战略，率先实
践服装工业4 . 0和C2M商业模式，建立了中国
产业互联网研究院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作为全省最大的专业化牛仔服装生产
企业，海思堡依托信息化、工业化两化融合，
建设了个性化定制牛仔服装智能工厂项目，
年产20万件的两条智能化吊挂牛仔裤流水
线已经顺利运行。记者在海思堡智能化生产
车间看到，每名工人操作台上都有一台读卡
显示屏，工人一刷卡，客户的信息就会通过
显示屏显示出来，进行个性化生产。

据介绍，传统的打版师每天只能打4个

款式的版样，一条生产线根据固定设计图
样只能生产一个款式，而海思堡的智能车
间运用大数据，一个打版师一天可以“智
造”100多个不同的款式。从原材料、辅料
制作，到生产水洗、后整发货，海思堡集
团在生产销售流程上全部实现了智能化。
包括个性化定制与品牌商联营、网络协同
合作，工业旅游参观，海思堡创新实践的
这三种商业模式，都成为引领市场风向的
经济增长点，全国各地的近百家企业、近
千名高级管理人员前来参观学习，企业已
逐步发展成为工业旅游策源地。

目前，海思堡已经形成了可靠、稳定
的产能，客户网上自主下单，工厂智能排
版，自动裁剪，每个款式一件起订。一年
来企业为客户定制了数万件牛仔服装，利
润是过去外贸订单的10倍以上。

如此一来，以“定制”模式为核心，
一方面企业创立全新的商业模式，去除中
间商，直接为客户提供数字化、智能化、
全球化的全产业链协同制造，另一方面，
企业通过20余个集成服装版型数据库、2300
余个服装工艺数据库、100余个服装款式数
据库、300余个服装管理数据库，对个性化
定制产品进行自动匹配，计算机自动生成
制造工艺数据，从而减少了人工错误，使
得设计周期趋向于零。

“我们通过近10年来为GAP、为LEE这
些大品牌做供应商服务，积累了两万多个数
据，这些知名品牌的版型数据库和供应数据
库形成的大数据，是我们做智能制造的核
心。”马学强表示。如今，海思堡与国际电商
巨头亚马逊签约，产品出口价格由传统外贸
的12美元/件，提升到平均28美元/件。

从批量订单到私人定制———

一条牛仔裤的逆袭之路

关键词：新旧动能转换

海思堡是桓台县新旧动能转换的典
型。从吃外贸大单，到转向私人定制，再
到搭上全球电销的快车，海思堡的新旧动
能转换之路，是推进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的发展之路。这不仅给企业带来新的

增长点，给消费者带来更舒适的消费体
验，也会给下游品牌商，带来小额返单和
修改设计的方便，有助于他们减少库存，
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传统企业新
旧动能转换的要义。

■书记点评

海思堡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典型
桓台县委书记 贾刚

□肖芳 报道
改造后的王刘村中心大街平坦笔直，临街房屋外墙也统一进行了粉刷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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