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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杜辉升 罗从忠

日照积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创
新探索“股权静态管理、股权定期调整、土地
股份合作”三类股份合作制改革模式，激活了
农村集体经济活力。11月29日，记者从日照市
政府新闻办与市农业局联合召开的全市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日照
今年新增启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居1787
个，比年初计划数增长了587%；年内召开成立
大会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居827个，已
超额完成567个，比年初计划数增长了218%。

分散土地产生“聚合效益”

“年关近了，大家伙儿都盼着分钱呢！”
莒县库山乡解家河村村民解则运说。他将自家
承包的1 . 5亩土地入股到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2016年起就能按入股合同约定领到保底分红。
目前，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第一期已流转土地
1505亩，计划二期再流转1300亩，入股面积达
到2800亩，实现整村流转。

土地入股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运作，这
为引入规模化的现代农业项目打开了便捷之
门。解家河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入股土地委托
给由工商企业领办的库山解家河村果品粮食种
植专业合作社，投资经营发展精品水果和采摘
旅游。解家河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与果品粮食种
植专业合作社签订保底分红协议，耕地保底金
每年每亩500元；村集体四荒地第一年无偿使
用，第二年每亩保底100元，第三年每亩保底
200元，自2019年起每亩保底300元。解家河村
果品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每年按照入股土地折
股数量支付保底金，经营效益超过保底数额
时，除支付保底金外再按比例分红，其中农户
入股土地分红比例占15%，村集体分红比例占
5%；企业分红比例占80%。

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权的分散，需要规模化
的项目就得一家一户地协商土地流转，效率大
打折扣。日照开展的“土地股份合作模式”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完成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
上，按照“三权分置”原则，让分散的土地化
零为整，委托给农民合作社或引入工商资本发
展规模经营，推动农业走上规模化发展道路。

规范运作让资产增值

原先承包价只有5万元的沿街楼，现在通
过招标以85万元成交。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让莒
县城阳街道西大街居民尝到甜头。

作为城镇村居的西大街，将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的关注点放在了集体资产增值上。该村采
取定期调整模式，设置集体股和个人股，股权每
三至五年调整一次，其间可以继承，家庭新增人
口参与下一周期股权分配。该村对集体资源性
资产和经营性资产3470万元全额量化，集体股
占19 . 5%、个人股占80 . 5%，每股100元，全村1140
位股民每人分配245股，每年年底按股分红。

股份制改革后，股份经济合作社引入现代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初步形成了股东大会或股
东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三会”运作
机制，通过对集体资产经营采取市场化运作，
资产承包、处置等均纳入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公
开招投标，村集体资产的规范运作和资源优化
配置得以实现，投资、经营管理等决策更为科
学合理，实现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同属城阳街道的前西关街则采取股权静态
管理模式，只设成员股，股权一改到底，一人
一股，对家庭新增人口，以股权户内共享的办
法解决。该村对集体经营性资产2583万元全额
量化，成员股占80%、农龄股占20%，每位股
民分配人口股5053股，农龄股每人每月分配6
股，年底根据收益按股分红，股份不能退股，
可按规定在本社内部继承、转让。

贫困人口分享改革红利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让更多的贫困人
口搭上经济发展的“顺风车”。解家河村村民
解则运就是其中一员。他今年67岁，年轻时腰
椎受过伤，留下了后遗症。多年前，妻子马清
美患病丧失劳动能力。在2016年入股村土地股
份合作社后，解则运按入股合同约定领到了
750元保底金，还提前预支了夫妻俩的2000元
红利，基本保障了正常生活，实现了脱贫。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日照市通
过委托经营、合作经营等方式，引导各类生产
要素折股量化，确保扶贫对象应有的财产权利

和稳定的收入来源。目前，全市131个省级扶
贫工作重点村，全部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已有219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6087个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加入其中。

日照市还将扎实推进莒县国家级、东港区
省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推动各项改
革举措落地生根，确保2018年如期完成改革目
标任务。其他区县将全面启动农村集体资产清
产核资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工作，争
取用两年时间基本完成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到
2019年基本完成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
革，逐步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
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建立符合
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

探索“股权静态管理、股权定期调整、土地股份合作”三类股份合作制模式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释放红利

□记者 纪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2月1日，记者从日照开发

区法院获悉，该院今年以来共审结案件2447
件，结案率、服判息诉率分别为7 2 . 4 8%和
9 0 . 6 8 % ，同比均大幅上升，案件结收比
83 . 54%，所办案件无超审限，无因判决、执行
不当导致矛盾激化现象，办案质效水平取得明
显提升。

“效能提升的关键，来自于扎实推进的
‘院长示范课’制度。”该院工作人员以9月
25日开发区法院“庭审开放日”的一起案件为
例，向记者介绍了“院长示范课”的作用。

当天，日照开发区法院院长林芳公开审理
了一起涉基层村居干部侵吞赔青款、骗取国家
补贴案。在林芳的主持下，控辩双方当庭对被

告人迟某某、孙某某的犯罪事实和证据进行了
举证和辩论。同时，辖区200多名村居干部对
庭审活动进行了旁听，许多年轻法官也聆听了
整个庭审过程。“院领导本身就是法官中的精
英，年轻法官有机会听到示范性的案件办理解
析，有助于提高业务水平，传帮带效果显
著。”该院工作人员说。

今年5月，日照开发区法院副院长盛坚带
领执行团队联合区工商、税务等部门对一涉案
企业进行联合查控，并对该企业负责人实施司
法拘留，通过联合惩戒的威慑，促使案顺利执
结。这是盛坚今年办理的众多案件之一。

院长带头开示范庭、院领导带头办案，在
开发区法院已然成为常态。据统计，截至目
前，该院4名院领导共审理案件340余件，平均

每名院领导审理案件85件左右，居日照市各法
院首位。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夯实司法技能，提升
全院办案质量与司法服务水平，日照开发区法
院专门出台规定，明确要求法院“入额”的班
子成员必须带头办案，根据各自在审判领域的
业务特长，挂靠1-2处业务庭全程参与审理案
件，并且要多开示范庭，办精品案。

该院对院领导办案从办案方式、办案数
量、办案类型等都进行了明确规定。院领导办
案方式主要包括独任审理（执行）案件、参加
合议庭作为承办法官审理（执行）案件、参加
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或作为合议庭成员参与审理
（执行）案件；禁止具有办案资格的院领导不
办案、委托办案、挂名办案，且不得以听取汇

报、书面审查、审批案件代替办案。对于办案
数量，要求院领导办案量应达到本院法官上一
年度平均办案量的30%，且主要办理重大、疑
难、复杂、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
指导意义的案件。

为保证院领导办案成为常态，真正发挥引
领、示范作用，该院主动压缩会议、精简文
件、优化管理流程、提升信息化水平，确保院
领导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办案，同时，对院领
导办案情况按月考核通报，作为年终述职述廉
以及岗位考核的重要依据。

林芳介绍，院领导带头办案，既回归法官
本位，更能准确了解和掌控审判工作动向，同
时通过发挥表率示范作用，使法官办案的积极
性、主动性得到了充分调动。

“院长示范课”带动办案效能提升

开发区法院让领导回归法官本位

□记者 高华超 报道
11月20日，山东省与德国巴伐利亚州缔结友好关系30周年庆祝活动举行。作为文化

交流项目，日照农民画展在慕尼黑孔子学院开展，11幅作品被学院收藏并长期展出。

□记者 高华超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1月27日，记者从日照市海洋与

渔业局获悉，日前，日照市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
查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
期间将通过电话、上门访问等方式展开调查工作。

此次调查旨在全面、系统地掌握日照市海洋经
济基本情况，为日照市委、市政府科学推进向海经
济建设提供决策依据。本次调查对象是日照市境内
从事海洋经济活动的法人单位等,包括涉海及相关
企业约9067家。调查内容包括涉海单位清查、产业
调查以及海洋工程、围填海、海洋防灾减灾、海洋
节能减排、临海开发区、海岛经济等专题调查。

日照开展

海洋经济调查

□记者 高华超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1月24日，记者从日照市海洋与

渔业局获悉，日前，农业部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海洋
牧场示范区名单，位于日照市的海州湾海域顺风海
洋牧场和黄家塘湾海域万宝海洋牧场榜上有名。

海州湾海域顺风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主体为日
照顺风阳光海洋牧场有限公司，建设面积为611 . 5
公顷；黄家塘湾海域万宝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主体
为日照市万宝水产集团总公司，建设面积为335公
顷。至此，日照市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增至3
个。

日照新增两个国家级

海洋牧场示范区

□丁兆霞 张永华 报道
为推进卫生计生监督信息化建设，11月28日，

日照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就新配备的手持执法
终端卫生计生监督信息系统的操作流程、方法、技
能进行模拟考试。

“一单一策”打破事业单位考核“大锅饭”
□记者 罗从忠 通讯员 王永玲 报道
本报日照讯 目前，五莲县347家事业单位

正在开展年度绩效考核。记者从五莲县编办获
悉，今年该县创新实施“分类考核、分级考核、导
向考核”，让“一单一策”考核事业单位成为可
能，为助推事业单位精细化履职提供了依据。

“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全部的事业单位显
然是不科学的，同一类别的事业单位设计统一
的考核方式和考核指标，这样才能体现出考核
的公平与公正。”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编
办主任陈相冰介绍。

据了解，该县在事业单位绩效考核过程
中，遵循分业分类、区别对待原则，充分考虑
事业单位行业性质、业务开展情况和服务范围
等，区分不同公益服务职能，对全县参与考核
的事业单位进行合理归类，分为党政群类、涉
企服务类、民生保障类、涉农服务类、乡镇
类、其他类等6个类别。

“往年考核，我们要审核全县所有事业单
位的考核方案，对他们进行打分测评，面面俱
到反而突出不了重点。”县事业单位监督管理
局局长孙霞介绍，“今年我们探索实施分级考

核，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重点行业和单位，考核
不再撒芝麻盐更具实效”。

该县建立的分级考核，即是对104个人员
较少、工作面较窄的事业单位由主管部门考
核，考核结果报县事业单位考核办备案即可，
其他事业单位由主管部门和县事业单位考核办
共同考核，其中业务考核重点体现主管部门意
见，县事业单位考核办牵头分行业成立绩效考
核工作组进行实地考核。对全县82家事业单位
设置双重评议模式，提高业务主管部门对所属
事业单位的管理水平。

成绩好不好，考核指标体系的设计至关重
要。今年，五莲县明确考核导向，拒算糊涂
账，创新建立“1+X”考核模式。所谓“1”
就是设置一个共性考核内容，分为职责履行、
事业单位监督管理、服务满意度调查三部分，
实行百分制考核。“X”就是根据单位职责设
置多元化考核内容，包括党的建设、党风廉政
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内部管理、全县工作综
合考核等内容，同时将机构编制管理执行情况
和纳入法人登记管理情况等共12项指标纳入考
评体系，确保考出实效、考出导向。

□记 者 丁兆霞
通讯员 王会杰 于红梅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为全面净化终止妊娠类药品市
场，近日，东港区后村镇集中开展了一次打击非法鉴
定胎儿性别和非法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专项整治行
动，严厉打击“两非”行为，改善全镇出生人口结构。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是严厉打击非法胎儿性
别鉴定、非法人工终止妊娠、非法批发销售终止妊
娠药品器械、非法开展计划生育手术和溺、弃、残
害女婴等五类重点案件。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后村
镇以《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
理条例》为宣传重点，将打击“两非”的相关文件
和制度下发到各村、企事业单位和所有B超操作人
员、妇产科从业人员、涉药人员手中，并在主要街
道、路口悬挂宣传横幅、竖幅，张贴宣传标语，组
织开展B超和妇产科从业人员抵制“两非”行为签
名承诺活动。据悉，此次专项活动中该镇共检查镇
医院、个体诊所15家和个体药店5家。

后村镇专项整治

“两非”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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