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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罗从忠 杜辉升
通讯员 李维江 王海入 报道
本报五莲讯 12月1日中午，五莲县住

建局机关大院北侧的街道喧闹起来，前来接
送孩子放学的车辆逐渐将周边道路堵得“水
泄不通”。因与县实验小学仅一路之隔，对
县住建局机关工作人员而言，这早已是司空
见惯的场景。然而，这一番交通拥堵的景象
即将一去不返。在此独院办公的县住建局与
经信局将告别这座使用了40多年的机关大
院，搬入写字楼集中办公，原址将改建为林
荫停车场。截至目前，县住建局已经搬迁完
毕。

这两个县直单位的原所在地，与解放路

上的新玛特购物中心仅一墙之隔，商业价值
不菲：解放路商业区地处全县商业核心地
带，沿街商铺林立，500米内就聚集了新玛
特等3座大型综合性购物广场。但五莲县政
府并没有选择商业开发，而是优先解决群众
普遍关心的民生问题。

这里并不是唯一让五莲政府机关单位搬
离的地块。今年，五莲将整合全县50个部门
单位办公场所，腾空土地7 . 37万平方米，减
少办公用地面积3 . 69万平方米。其中，腾空
土地用于建设停车场、绿地8处，合计2 . 3万
平方米；改建成幼儿园的2处，7712平方米。

把最好的、最便利的土地建成公共设施
留给百姓，并非是五莲的一时起意，拆了机

关大院建设公共设施已有先例。与解放路商
业街仅一墙之隔的中心公园在2012年前正是
五莲县政府大院。12月1日当天，虽然天气
微寒，依然有不少市民来到中心公园，或结
伴漫步，或坐在湖畔欣赏景致。公园占地近
40亩，园内小径曲折幽深，植被葱茏，还设
有大型公共林荫停车场，铺设停车位245
个，已经成了一处集停车、休闲、娱乐为一
体的多功能广场绿地。

“县府大院可是寸土寸金的地儿，没料
到政府没有开发商业，居然建起了公园。”
在此休息的葛大爷不无感慨。县政府大院旧
址周边是县城重要的居住区，住宅小区林
立，住户超过2万人，过去市民休憩仅仅依

靠五六米宽的街头绿地，中心公园的建成让
周边小区公共配套大为改善。

自五莲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以来，惠民
之举接连不断，五莲新玛特购物中心对面两
处停车场的建成，也让不少市民拍手叫好。
这2万多平方米的空地，原本是五莲县钢珠
厂和面粉厂的旧厂院，如今已是建有550多
个车位的停车场。前些年，有人打算在此投
资房产开发，“按当时市场计算，这个项目
光利润就3个多亿”。然而，今年3月底，县
政府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否决了原先商业开
发的方案，决定投资300多万元，对旧厂址
进行改造，建设林荫停车场。

五莲拆了机关大院建停车场

把最好的地块留给百姓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蓓
本报通讯员 王卫东 柳静

扬尘污染如同给城市罩上了“灰盖头”，
成为拉低城市“气质”的一大元凶。如何把扬
尘“锁”在建筑工地，甚至是“锁”在地表，不让
它飞扬跋扈?

记者在潍坊高新区的建筑工地上找到了
答案。

“PM2 . 5：29μg/e，PM10：31μg/e，噪声：
47 . 4dB……”11月18日，记者在潍坊中医院东
院区项目工地门口的在线监测系统上，看到
一组组数值轮番滚动。“每个数值都是一项指
令。”昌大集团生产安全管理部经理张业东告
诉记者，以PM2 . 5为例，数值达到75—115就要

增加工地洒水降尘频次，施工现场土石方施
工必须严格采取有效的覆盖、洒水等扬尘控
制措施。

在施工现场，两台环保除尘雾炮机在基
础坑槽边随时待命。操作雾炮机的建筑工人
鞠增福说，天气好的时候，一天作业2—3次，
天气不好或施工密集时，一天作业6—7次。据
了解，雾炮机的弹药是水，粉尘颗粒遇上水，
原先满天飘的扬尘会湿润沉降，乖乖落回地
面。

潍坊中医院东院区、歌尔绿城国际青年
社区……在潍坊高新区每个建筑工地上，出
入口的路面都要硬化，一辆车驶出，需经过自
动喷淋系统“洗澡”，然后，压过洒上水的毛毡
进行“擦拭”，最终，驶出工地的车辆真正实现

不带泥上路。按照“六个百分百”扬尘整治标
准，高新区建筑施工工地周边100%围挡、易扬
尘物料及裸露土地100%覆盖、出入车辆100%
冲洗、现场道路100%硬化、拆迁及保洁100%湿
法作业、渣土车辆100%密闭运输。

“凡是土地裸露的地块，我们都用密目网
(防尘网)进行了覆盖。”中建三局歌尔绿城国
际青年社区项目二期建安工程项目安全总监
刘建祥告诉记者，该项目的防尘网覆盖面积
将近50000平方米，道路硬化面积达到6000平
方米，“两块投入大概在200万元左右”。

“高新区对项目单位扬尘治理始终保持
高压态势，对扬尘治理不到位的，一律从严查
处，该停工的停工、该约谈的约谈。”潍坊高新
区质量安全监督站副站长徐晓晖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高新区已组织专项检查7次，对扬
尘治理不到位、问题长期存在的12个项目单
位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对21个工地进行了停
工整改，对13名项目经理进行了扣分处罚。

目前，潍坊高新区建筑工地全部落实了
“六个百分百”管理要求。91个在建建筑工程
项目安装车辆自动冲洗设备127台、安装摄像
头406个、规模以上建筑工地安装扬尘监测设
备78台、配备雾炮62台、安装喷淋装置45套、规
模以上建筑工地均配有专用洒水车、硬化路
面约42 . 5万平方米、覆盖防尘网约367万平方
米、搭建围挡(围墙)2万多米。

在今年潍坊市质监站组织的季度考核
中，高新区建筑工地打分连续三个季度位列
中心城区前列。

扬尘整治掀掉“灰盖头”
潍坊高新区建筑施工严格推行“六个百分百”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王世友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20日，跨过梁济运河，

走进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城崖村，枯黄的野
草、清水池塘以及几个原始巢居的茅草屋映
入眼帘，让人仿佛走进了远古时代。

在茅草屋前，任城区新农村建设指挥部
政委王万川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城崖村
村民在村中取土时挖出石刀、石斧、鼎等一批
文物。经考古专家鉴定，这里是原始社会新石
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

因此，在对城崖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时，
任城区专门设计了龙山文化原始部落小景
区，向村民讲述历史文化故事，提升美丽村庄
的文化品位。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任城区聘请国内一流
规划设计公司，坚持“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
原则，深入挖掘乡村历史文化故事，对长沟、唐

口、喻屯3个示范片区进行高标准规划设计。
对长沟美丽乡村示范片区按照“乡村文

化旅游区”进行定位，挖掘片区内的龙山文

化、运河文化、忠孝文化、红色文化、铁编文
化，搜集整理片区内城崖村、赵王堂、王山村
等8个村的村史故事、氏族变迁、文物古迹、传
统工艺等，对护驾李吴家楼、王山龙衣冢、彭
祖山庄、三义庙、汉代悬棺碑刻、宋代遇仙塔
等进行了保护恢复，留下历史，留住记忆。对
唐口片区，挖掘水稻种植历史，打造大流店核
心公园、村史园、稻文化产业园等景观节点。
对喻屯片区，深入挖掘军屯文化，借助丰富的
水资源，打造别具一格的水乡风貌。

任城区还坚持把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有
机融合起来，建设了长沟历史文化展示馆，打
造具有乡村气息、田园风光、民俗特色、文化
魅力的美丽乡村示范片区。目前，游客服务中
心和博物馆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已基本完成。

任城区：美丽乡村会讲历史文化故事

□记者 晁明春 通讯员 王新勇 孟祥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济南市长清区灵岩石材公司攀上山东艺

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两家“亲戚”后，就有了位列企业
名录的“智囊团”和“设计院”，双方合作研发的新型石料产
品被广泛应用于齐长城、古运河等古迹修复工程上，实现了
校企“双赢”。

“长清大学城的12所高校、20万师生，就是全区用之不
竭的智力宝库。”长清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孙静说，“通过企
业在高校设立创新基金，高校在企业建立实训基地，长清区
搭建育才‘温床’，将高校‘学与研’的优势与当地企业‘产’
的潜能有机结合，培育全区发展新动能。”

为在校地、校企之间架起合作“桥梁”，长清区先后成立
全区产学研指挥部，建立校地高层对接机制，组织成立了各
行业交流平台，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项目合作、研产结
合。其中，鲁日钧达皮革有限公司与齐鲁工业大学签订教学
基地培训协议，企业每年提供15万元设立创新基金；山东管
理学院与立泰山茶叶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创业工作室”，在
为企业搭建网上销售平台的同时，也为学校电子商务及相
关专业学生提供了创业实战机会。

目前，长清区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130余个，合作成果
产值达到3 . 5亿元。全区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到
302件、103件，居全市前列，其中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三种总申请有效量为700件，位居全省前列。

长清搭建育才“温床”
培育新动能

□王媛媛 报道
本报乳山讯 12月1日，乳山市利群社区王雪到市民政局

现场办理了山东省社会工作管理系统登记审核。自今年10月
份，省社会工作管理系统开通以来，乳山市高度重视此项工
作，积极宣传发动，让更多持证专业社会工作者了解注册该系
统，建立统一的社工人才信息库，有助于加强社会工作队伍的
规范管理，推动社会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近几年，乳山市高度重视社会工作，坚持以人才培养为
基础，积极谋划，采取多项措施，以人才应用为目标努力造
就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在实际工
作中注重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提升运用社会工作专业
技巧，在社工机构管理、宣传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安排部
署。开展了2017年度全国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考前发动
工作，并且组织了全市范围内的考前培训，扩大社工考试影
响，提高考试通过率。

乳山推进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

广告

□吕光社 报
道

任城区长沟镇
城崖村的茅草屋。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晁园园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这次，俺家分红7800元，让我们一家脱

了贫。”12月6日，枣庄市峄城区吴林街道小官庄居居民马运
海拿着土地合作社上半年的分红，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马运海，今年45岁，是该居贫困户。前几年突发脑溢血，
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落下了半身不遂后遗症，失去了劳动能
力。家里有3个上学的孩子，仅靠妻子一人种地，入不敷出，
成了村里的贫困户。村里成立了土地合作社后，他把家里的
土地入股加入了合作社，妻子也腾出手来，到附近工厂做
工，一家人顺利脱贫。据了解，通过加入土地合作社，全居4
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合作社负责人任振海说，2013年1月，
村里成立了诚鑫土地合作社，38户居民以377亩地入股，经
营收入除去生产成本等费用，盈余按股一年两季分红。

土地入股后，居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大部分人外出打
工或创业，贫困户家庭成员优先安排到合作社打工。

贫困户入股
土地合作社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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