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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李荣新

“炉子用了二三十年了，现在都换成
壁挂炉了。既干净、暖和，功能还多，冬
天洗手水龙头里都能有热水了！”11月13
日，在滨州市滨城区杨柳雪镇游家庄子
村，66岁的李红英老人向记者介绍他家的
“新设备”。全村335户已经全部安装完
成了壁挂炉，“冬季生炉子取暖”已成为
历史。在村委大院，换下来的燃煤炉具堆
了一大堆。

而在杨柳雪镇艾家村，一场清洁取暖
改造工程也彻底改变了该村47户163口村民
多年“围炉猫冬”的习惯。

作为家里的“大管家”，今年47岁的
墨雪花，每到初冬，都要提前张罗着过冬
取暖煤的事。10月初，村里的大喇叭里传
出要进行煤改气的通知，一下打乱了墨雪
花的计划。

“原先还有顾虑，不知道啥时候能改
造完成，没想到仅用20多天，全村所有农
户全部改造完成。”墨雪花说。这次煤改
气，杨柳雪镇政府给墨雪花家免费安装上
壁挂炉，她个人又花了2000多元购置了暖
气片，在5间正房里每间安上了暖气片，按
每方补贴1元，又购买了1000方天然气。

“原先生炉子只热一个屋，遇上不好
的天气，生炉子费劲不说，烟还倒灌、不

安全，现在通了天然气，做饭、取暖、洗
手、洗澡的问题都解决了，再也不用一家
人围着一个炉子转了。”墨雪花说。

这边上交家用燃煤炉，那边墙上安装
壁挂炉。作为滨城区清洁取暖改造工程主
战场的杨柳雪镇，84个村庄9323户居民来了

个冬季取暖大换“炉”，目前已全部改造
完成，占到滨城区总改造任务的九成。

今年，滨城区将清洁取暖改造作为民
生工程，分别与辖区内5家燃气经营企业
签订了《气代煤改造协议》，在燃煤禁燃
区的6个乡镇（街道）开展“气代煤”改
造工作。计划到2020年，全区实现清洁取
暖全覆盖。

为让群众提前过上暖冬，滨城区坚持
“政府推动、市场运作”“ 因地制宜、
多能互补”“合理负担、惠及民生”的原
则，加大政府投入，采取市场化运作模
式。对村民室内购置安装燃气壁挂炉、散
热设施的，区财政每户奖补2500元，3年
内采暖用气每立方米补贴1元，每户每年
最高补贴1200元。

“我们结合区域实际科学规划，宜气
则气、宜电则电、宜热则热，将辖区重点
改造区域分为核心区、燃煤禁燃区和一般
地区三类。核心区以集中供暖为主，煤改
气、煤改电为辅；燃煤禁燃区以煤改气为
主，煤改电、集中供暖为辅；一般地区采
用煤改气、煤改电、集中供暖或者其他清
洁取暖方式。”滨城区副区长张谦说。

目前，滨城区燃煤禁燃区共包括106个
村,计划完成户数为12666户。截至11月6日，省
定任务8812户，完成改造10136户，超额完成
1324户，其中达到通气点火条件的5479户，
其余将在取暖季前实现全部通气点火。

村委大院，换下来的燃煤炉具一大堆
滨城区万余农户换“炉”清洁过暖冬

□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张 琦 伊吉美 报道
本报沂源讯 “没想到咱们山村里也

用上天然气了，既能做饭，还能取暖，卫
生又方便。”临近供暖季，沂源县悦庄镇
东赵三村村民王仕美逢人便说。

王仕美家居住的是几年前村里统一规
划建设的新房，客厅、卧室、厨房、卫生
间样样都有，唯一不足的就是冬天取暖问

题。以前，王仕美家用的都是煤炭炉取
暖，白天出去干活，晚上回来再点炉子。
“啥时候咱也能接上暖气就好了。”这是
王仕美以前的心愿，如今这种畅想变成了
现实。

今年冬天，天然气接到了东赵三村，
一下了改变了村里农民们的生活方式。做
饭、取暖全部用上了清洁能源，既环保又
卫生，而且用天然气壁挂炉取暖比普通的

煤炉取暖温度上升还快。
在东赵三村，还有114户村民和王仕美

家一样，享受到了现代绿色生活方式。东
赵三村作为今年悦庄镇开展“气代煤”工程
的试点村，农户安装天然气不仅可以享受
到最高2700元的设备安装补贴费，还可连
续享受3年燃气补贴费，补贴费用每年最
高1200元。

与此同时，在该镇的东悦庄村，“电

代煤”工程改造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着。
“我们进行改造能享受到5700元的设

备补贴和1200元的用电补贴，还能享受到
峰谷电价，有这样好的政策，而且用电取
暖既干净又方便，我们当然赞成。”东悦
庄村的村民赵维柱说。

今年，悦庄镇本着“政府引导、村民
自愿”的原则，大力推进了冬季清洁供暖
气代煤、电代煤工程建设，目前已完成东
赵三村114户和教师公寓65户“气代煤”任
务，积极推进了镇驻地7家单位的“气代
煤”和东悦庄村、西悦庄村426户的“电代
煤”任务，确保在供暖期来临之前超额完
成任务。

天然气接到了东赵三村

□李剑桥 报道
滨城区杨柳雪镇游家庄子村党支部书记游合荣(左一)在为66岁的李红英(右二)等村民

登记上交的燃煤炉。

□记者 肖芳 通讯员 高洪菊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刚听说整治的时候，还存有侥幸心

理。后来看到身边党员干部带头拆，工作人员也三番五次
上门做思想工作，才知道这次整治动真格了，认识到了自
己的错误。”近日，曾经抵制拆违行动的即墨居民杨金贵
在“观望”一段时间后，主动拆掉了自己的占路亭。

自去年12月16日全区违法建设治理动员大会召开以
来，即墨直面几年甚至十几年未破解的违法建设难题，从解
除群众心结入手，制订人性化拆除方案，赢得当事人的理解
和配合。据统计，全区自行拆除和政府助拆率达80%。

即墨还先后开展了五次摸底排查，详细记录违建数
量、种类等相关情况，梳理出违法建设基础资料，分门别
类、逐一建档，实现了“一镇一档、一村一档、一幢一
档”。为治理这些违法建设，该区“网格管理，挂图作
战”。在市级层面，建立行业主管部门和执法部门网格化
监管机制，将全市以镇街为单位进行网格划分，明确网格
责任人和工作职责；在镇村层面，将村庄保洁员、山林防
火员纳入拆违监督队伍，按照工作职责划分责任区，每天
定人定时巡查。

此外，即墨有13个镇街采用无人机航拍巡查，“天上
看、地上查、网上管”多位防控系统逐步建立，基本实现
了对辖区违法建设的无死角监控。据悉，今年4月份以
来，即墨全区实现新生违建“零增长”。

即墨违建自拆

和政府助拆率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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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俊宇 报道
本报荣成讯 连日来，荣成市鑫弘重工集团船舶维修

码头上一派繁忙景象，集团董事长王兴如亲自上阵，指挥
工人们有序开展断船维修业务。

作为今年上半年重组永喜船业成立的新公司，鑫弘重
工在国内外船舶维修企业中很抢眼。永喜船业曾是省内规
模较大的修船企业之一，2013年因经营困难停产，荣成鑫发
集团注资4亿元全面接手，成立山东鑫弘重工有限公司，聘
请原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兴如团队负责公
司运营管理，迅速实现了资产和资源的重新盘活。自今年3
月份重组运营以来，鑫弘重工累计承修国内外十几个国家
和地区船舶110余条，总产值1亿多元。

为推动服务贸易企业发展，荣成市先后开展实施了荣
成市“百千万英才计划”、服务贸易领军人才评选推介等
活动，围绕海洋运输服务、外轮维修、国际旅游等重点领
域和优势产业，出台了一系列人才激励政策及配套措施。
目前，全市共引进培育国内外服务贸易人才40余名，为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荣成以人才集聚
促服务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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