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彭 辉
通讯员 徐笑梅 报道
本报荣成讯 位于荣成市崂山街道驻

地的新城一品小区，与城里住宅小区的配
置相比一点都不差，小区文化广场上，十
几位妇女在《好日子》的旋律中，欢快地
跳着广场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住了几十年的平房，如今住上楼
房，真正过上了‘城里人’生活，大伙都
觉得太幸福了。”10月9日，小区居民张冬
梅高兴地告诉记者。住上楼房只是看得着
的变化，“一栋楼房、一张存单、一份工
资、一份分红、一份保险”的“五个一”
新生活才是荣成上楼农民的“标配”。

崂山街道是荣成旧村改造的样板。为
了让村民住得安心、住得舒心，安置楼建
成后，崂山街道组织村民代表同专业技术
人员共同对楼房装修质量进行验收检查，
对村民提出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经讨论
后，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对于上楼村
民家中的燃气、电、水、暖等设施进行统
一收费、统一办理，尽可能减少群众自己
跑腿的麻烦。崂山街道根据村民原有房屋
面积与安置楼按照1∶1面积置换后，剩余面
积实行现金补偿。补偿款的核算，需经多
人、多关、多道程序，有效避免了失误的
出现，群众对补偿款无异议后，马上将补
偿款直接转账到群众的存单里。

为了解决被征地群众的就业问题，街

道依托园区搭建用工平台，定期派人走访
企业，对园区企业用工信息进行整理汇
总，帮群众找工作岗位、帮企业解决用工
问题，积极与园林、环卫部门协调，招收
使用村里年龄稍大、劳动能力较弱的中老
年人，为其提供工作岗位、增加收入。如
今有劳动能力上楼农民都在园区企业上
班，人年均工资收入在4万元左右，每年可
为当地群众增收5000多万元。

对于农民流转出的土地，在街道协调
下，以高标准进行分红。村民孔宪顺告诉
记者，自己家有3亩地，好年头一亩地就能
净剩400元左右，赶上今年这样的干旱要赔
钱。现在每年每亩地能领到900元的土地分
红，3亩地就是2700元，一家人非常满意。
除了每年向村民支付土地流转收益外，崂
山街道还采取多项措施，尽可能增加集体
收入，用于村民福利的发放和补贴村民水
电暖等费用。

荣成实施了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
由政府拨付一定数额的社会养老保障资
金，用于补贴参加相应的基本养老保险，
在各村村民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
再增加一块，确保被征地农民在退休后可
以领取到更多的养老保险金，有更好的生
活保障。目前，崂山街道29个村庄有23个
村的村民享有被征地农民的保障，受益村
庄占街道村庄总数的近80%，受益群众占街
道总人口的85%。

“楼房、存单、工资、分红、保险”样样不少

荣成：上楼农民乐享“五个一”新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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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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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淄博市淄川区韩庄村制定了
《村规民约》，村支书褚全德要求村委工
作人员和党员做好表率，要求村民做到
的，村委工作人员和党员要首先做到。

事实上，在一些具体的工作中，褚全
德一直都要求村委工作人员和党员要有担
当精神。

2010年设立韩庄村民基金会时，褚全
德带头捐款1万元，支部成员每人捐款2000
元，发起成立基金会。曾经有一段时间，
韩庄村把村委大院承包给个人开饭店，收

入归村集体。褚全德和哥哥褚金德则把自
家的老院子腾出来，当做村两委的办公场
所，每年1万元的房租全部捐给村民基金
会。

为了促进村经济发展，韩庄村提出了
“企业内部的事企业办，企业外部的事我
们办”的服务承诺，党员干部带头为企业
发展服务，帮助企业跑手续、搞协调，解
决实际问题。

2001年，褚全德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心
脏病，家人劝他多注意身体，他却没把病
放在心上，硬是带病完成了15个项目的招
商引资、手续办理和跟进服务工作。2007
年7月，由于心脏长期不堪重负，冠状动脉
发生病变，褚全德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年
底换届选举中，本想休养的他又被村民选
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

“农林工商齐发展……村有养猪场，

东山有果园……富裕的日子比蜜甜，锐意
进取再向前。为了韩庄更美好，争创一流
多贡献……”

这首名为《韩庄，我可爱的家园》的
村歌，浓缩了韩庄村的发展历程和创富之
道，展现了韩庄村村民的精气神，也抒发
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感恩。

在褚全德看来，对个人而言，活着要
有追求、有目标，对于一个集体来说更是
如此。

为了更好地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村里每
年组织评选“和谐人家”“十大孝子”“好媳
妇”等，对每个典型发放600元奖金，开会佩
戴大红花，大张旗鼓地表彰，在全村营造一
种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

最近一段时间，褚全德一直在忙着开
办乡村记忆博物馆的事。位于村委大院东
侧的三层楼已经被装修一新，从村民家里

收集来的老物件堆放在各个房间里，等待
布展。耧、石磨、独轮车，都能勾起人们
对农村过去生活的记忆，也见证了韩庄村
的发展。

“村里发展了这么些年，各方面的条
件比过去好多了，这种变化是全体村民一
起努力的结果。那些苦日子、那些发展过
程不能忘，人不能忘了本。”褚全德说。

如今褚全德的头衔很多，荣誉也有不
少，除了村里的职务，他最看重的是市人
大代表的身份。“我现在的时间，三分之
一给了人大，三分之一给了镇上，另外三
分之一在村里做工作。”

对于自己的退休问题，褚全德说“干
一年看一年”，等找到了合适的接班人，
他就不干了。在找到之前，只要身体允
许，他会一直干下去。

做好村民的表率 弘扬村里的正气
——— 褚全德和他的治村“关键词”(五)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朱宗峰 张艳秋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这几年我区路网建设发展很快，城乡公交也

经历了从无到有，开通了多条线路。我想了解一下区政府在推进
农村公路网化示范县建设中，城乡公交客运“村村通”方面的情
况。”9月21日，枣庄市山亭区人大代表王洪军，围绕区政府2017
年十件惠民实事落实情况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贾传亭当场答复：2016年，全区规划通
村公路300公里，总投资9116万元，建设期为2016—2018年。截至
目前，已完成通村公路216公里，总投资6380万元。今年初，区政
府将公交客运“村村通”纳入“十件惠民实事”。截至目前，完成投
资1370万元。8月16日，新开通城乡公交路线6条，实现了行政村
公交（客运）通达率100%，村村通公交任务目标全面完成。

这是山亭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围绕区政府十件
惠民实事落实情况开展“代表问政”活动的一个镜头。在当天“现
场问政”的两个多小时里，12名代表围绕“十件惠民实事”落实情
况进行了提问，区教育局、住建局、交运局等10个部门负责人分
别作了回答。代表们询问的问题涉及脱贫成效、旅游扶贫、库区
移民安置、教育“大班额”化解、医疗环境改善、美丽乡村建设、农
村旱厕改造等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方面内容。

“山亭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的‘代表问政’活动，是政府依
法向人大报告工作、接受监督的具体体现，依法保障了人大代表
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有效提升了人大代表的主体地位和
主体作用，同时也增强了政府公信力。”山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家云对记者说。

山亭人大代表
聚焦惠民实事“问政”

□彭 辉 报道
住上了新楼，手中有余钱，养老有保险，年轻人还有活干。幸福的笑容在每个人的脸

上荡漾。图为刚搬进荣成市崂山街道驻地新城一品小区的居民在新家留影。
□通讯员 海盛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照圣谷山茶场有限公司近日通过欧盟有机

产品认证，获颁资格证书。这标志着中国茶叶以高端品质成功
突破“绿色壁垒”，再度获取国际市场“入场券”。

据介绍，欧盟有机产品认证是一项由世界多家权威机构认
可的国际认证。欧盟认可的有机产品是指来自于有机农业生产
体系，根据欧盟有机农业生产要求和相应标准生产加工，并通
过独立的有机产品认证机构认证的农副产品，主要包括粮食、
蔬菜、水果、奶制品、禽畜产品及食品工业加工品。

“做欧盟标准的认证，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把茶叶卖到欧
美，而是让国内顾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达到国际水准的茶叶品
质。”谈及过审后的感受，日照圣谷山茶场有限公司董事长高
建华如此说道。他表示，只有知道世界级的高端茶叶是什么要
求，才能让圣谷山品牌以及整个日照的绿茶行业朝着更高的标
准发展，才能以实在的行动将“高端”二字落在实处。

据介绍，日照圣谷山茶场于2006年始创建自有茶园，2009
年通过有机转换，并于2012年通过了中国方圆认证集团的有机
认证，这是方圆集团在山东发放的第一张茶叶有机证书。2014
年，公司115亩有机茶园获得美国雨林联盟认证，成为中国江北
首家获此殊荣的茶叶企业。秉持“用心做茶、用心做好茶”的理
念，圣谷山茶场在坚持认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越走越顺。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及大
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突破绿色壁垒获国际市场“入场券”

日照圣谷山茶场
获欧盟有机认证

2017年10月1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宫 梅 梁利杰

电话:(0531)85193248 Email:dzrbxyb@163 .com县域18 广告


	2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