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杜辉升 罗从忠 报道
本报五莲讯 五莲县松柏镇窦家台子村

东北部的坡地上，有一条两米见宽的小巷
子。常年寡居的72岁老人李见花家是唯一一
处大门建在小巷里的房子。11月21日中午，
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她，难掩兴奋，走出家
门，在刚铺好的石板阶梯上走了几个来回。
铺完这条巷子，窦家台子村“巷巷通”的小
巷硬化工程就全部完工了。

前些年，受益于“村村通”工程，五莲县全
部村庄都硬化了主路，但其它道路大多数还
是土路，村民不免“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
泥”。今年年初，五莲启动美丽乡村建设四年
行动，计划每年由县财政投入5000万元，硬化
所有村庄的大街小巷，实现街道硬化“巷巷
通”。目前，2017年首批实施的101个村庄已基
本完成主街道硬化，巷道硬化渐入尾声。

“巷子硬化了也能‘呼吸顺畅’。”踩
在硬化结束的地面上，窦家台子村党支部书
记韩玉高说。他带着记者在全村走了一遍，却
没有发现一条小巷硬化使用水泥，均是用石
板在夯实的土沙层上铺装。“无论是垫层或嵌
缝，用了水泥排水就成了大问题，雨天难免会
有积水。”韩玉高介绍，这种透水性铺装不但
解决了积水问题，更有助于巷子里绿化苗木
的生长，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生态。“我们
村近几年乡村旅游逐渐兴盛，青石铺路不用
水泥，保留了几十年前的乡村风貌。”

让硬化了的小巷也会“呼吸”，并非是

单个村的主意，而是全县的鼓励政策。检查
验收时，验收组将首先判定是否为透水铺
装，对透水铺装的每平方米多补贴5元。为
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五莲县要求每
个村庄都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巷道的铺装
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鼓励各乡镇充分
利用本地石材，实现就地取材、变废为宝。
叩官镇的黑石子等村就颇有新意，采用本地

石材小区的废弃石料铺装，既解决了当前石
材短缺问题，又处理了固废垃圾。“如果有
个别户，自己弄点板块石，从河里捡点毛
石，也可以，县里照样奖补。”10月26日，
在全县“巷巷通”工程建设现场观摩推进会
上，县委副书记、县长朱贵友承诺。

在今年“巷巷通”工程中，县财政投入的
5000万元被用作专项资金，按照3:4:3的比例，

以奖代补拨付给村庄。前期，五莲已为每个片
区拨付1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建成后将为通
过乡镇初审的村庄拨付奖补总额的40%，通过
县级部门复审后再拨付30%。其中，主街道按
照4米宽的标准，每公里补贴26万元；巷道按
照2米宽的标准，根据原材料的不同，每平方
米奖补25—40元。值得注意的是，奖补并不设
定比例和户数，不搞平均化，干一米补一米，
先干先补、多干多补、不干不补，补完为止。

在县财政奖补的基础上，部分乡镇也出
台了奖补政策。例如中至镇和户部乡对采用
大理石料石、青石板等材料铺装的村庄，每平
方米再奖补10元。这么一来，村庄和村民的积
极性被调动起来。街头镇罗家丰台村不在101
个首批硬化村庄名单内，在没有得到奖补承
诺的前提下就已开工硬化巷道。村党支部书
记孙兆波告诉记者，村里正积极争取进入明
年的奖补计划。按照今年的补贴标准，罗家丰
台村可获奖补资金120多万元。

群众是“巷巷通”的直接受益者，还是这
项工作的直接参与者。五莲县鼓励村民自己
动手，亲朋好友、邻居互助合作，对自家门前
的巷道进行铺装。村集体则负责监督铺装质
量，可以按铺装标准将补贴资金直接补给群
众。窦家台子村先期硬化的8条小巷，就是由
村委统一提供材料后，村民在邻里互助下自
行铺装完成的。“这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力，
也让群众对自己亲手硬化的巷道更为满意，
还促进了邻里和谐。”韩玉高说。

将“村村通”升级成“巷巷通”

五莲：硬化的小巷会“呼吸”

□本报记者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刘明志 白娟

“共享汽车来临朐，真的方便了我们这些
用车族，比打的方便实惠不说，还绿色环保。”
11月27日一早，短短几分钟，家住临朐县城文
博苑北区的衣燕就预约好了小区附近的车辆
并顺利取车，开到目的地用了20多分钟，停好
车，手机APP上显示此次用车花费12元，手
指一点，手机支付成功，方便快捷。

衣燕是有着十年驾龄的“老司机”，经营
房产中介买卖，自打共享汽车“驾临”临朐，她
看见家门口有了共享汽车，便跃跃欲试，在手
机上下载了“来驾出行”APP。“10月24日注册，

不到一个月时间，用车401次。”衣燕现在每天
都舒心地开着共享汽车载着客户看房。

住在凤凰新城的范超也有自己的驾乘体
验，她发现与普通汽车不同的是，共享汽车只
有前进、后退、空挡3个挡位，一键启动，行驶
时车内几乎没有声音，可动力却“毫不示弱”。

“操作简单，收费标准很经济，比自己养车划
算多了。”说起共享汽车如何计费，范超算了
一笔账，起步4元，白天每分钟5毛钱，晚上每
分钟3毛钱，24小时内180元封顶，与出租车相
比，同等条件下共享汽车的费用可省60%。

据悉，共享汽车来临朐得益于“来驾共
享，绿色出行”——— 百城共享汽车项目。该
项目于9月26日在临朐启动，是临朐围绕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的重点项目。作为来驾百城共享汽车项目全
国首发站，临朐第一期投放了200台纯电动
江淮新能源车，行驶里程可达170公里，可
以满足市民在全县范围内使用。

共享汽车如何保障车辆安全呢？据了
解，来驾出行共享汽车临朐站的工作人员分
三个组，每组四人，每天分组、分时段、分
区域对所有共享汽车进行一次彻底巡检，及
时对车辆内外观进行清洁，发现车辆被损坏
时，联系保险公司进行维保。

“临朐县是全国唯一实现共享汽车在县
城内任意一处还车的地区，所有还车全部可
以平台调度，无钥匙取车还车，实现了你在

任何地方都可以就近取车。还可以在县城所
有的停车线内随意停车，不用到网点停
车。”共享汽车临朐站点负责人逯见辉介绍
并提醒用户，在上车前，驾驶员要检查车
辆，有剐蹭的地方最好拍照留下证据，避免
麻烦，站点会随时查询车辆违章信息，并及
时通知客户自行消除违章信息，如果两个月
内不处理，会从2000元押金中扣除。

“目前，临朐站点已设置59个充电桩，使
用热区达45处，拥有注册会员近1万人，每天
每辆车的使用频率6次以上。”逯见辉说，下一
步，他们将积极探索APP用车数据评分等车
辆维护监督机制，逐步摸索临朐市民用车习
惯，改善运营模式，提升共享驾车体验。

共享汽车到临朐
可实现县城内随意取车、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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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从忠 报道
五莲县鼓励透水性铺装，不用水泥打底填缝，不但解决了积水排水问题，也有助于巷

子两侧绿化苗木的生长，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农村原生态。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于一杰 报道
本报乐陵讯 不久前，乐陵市对在粮食、安监等部门

联合检查中查出的涉粮企业电线线路私搭乱接、影响库区
生产作业安全的情况下达了整改指令书，各相关部门通过
强化执法督查，确保了安全储粮、安全生产和粮油安全。

据悉，当地粮食与安监、气象、消防等部门联合开展
安全生产检查、综合消防演练等活动，加大对粮油店、配
送中心、厨房工程示范店的检查力度。在粮食流通管理云
平台中，专门设立执法信息云平台，将所有执法信息、执
法检查、涉粮案件等上传云平台，实现信息互联共享；推
进粮食企业经营信用监管，对企业的诚信情况进行评价定
级，实行分类监管动态管理。今年前11个月，当地累计开
展粮食执法检查44次，全市累计收购粮食84万吨。

□记者 贾瑞君 王洪涛 报道
本报兰陵讯 “有了这些钱，我和老伴两个‘药罐

子’就不再为药费犯愁了。多亏刘书记和殷书记给俺村带
来赚钱的好法子啊。”12月8日，兰陵县鲁城镇庄岭村李
敬才谈起领到的4000元扶贫收益分红，对临沂市政府节能
办派驻庄岭村第一书记刘冠华和殷挺由衷感谢。

78岁的李敬才和75岁的老伴常年患病，每年仅两人的
药费就要上万元。作为村里3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之一，今
年他们从村里领取了扶贫收益分红后，缓解了看病难题。

2016年，刘冠华和殷挺被组织选派到庄岭村任第一书
记，两年来，他们积极建立光伏发电扶贫长效机制。2016
年投资90多万元，在村里建设了总规模123KW、年发电量
15 . 9万千瓦时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2016年11月
并网发电，年可新增村集体收入16万元。扶贫项目收益分
配优先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自2017年起，该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每年人均分得扶贫收益2000元。

近两年来，刘冠华和殷挺两位第一书记累计为庄岭村
争取各级扶持资金（含实物）759万元，实施重点项目10
个，昔日贫瘠的小山村如今一跃成为当地的“明星村”。

第一书记两年争取发展资金700余万元

多年“药罐子”

不再为药费犯愁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王潇 韩通科 报道
本报青岛迅 12月1日，青岛李沧交警与滴滴代驾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大数据交换、科技创新酒驾治
理模式、反酒驾宣传、法制培训和查酒驾行动常态化五大
方面开展战略合作。

据悉，2016年李沧交警共查获酒后驾驶757人，醉酒
驾驶65人，其中27人被刑拘。此前，交警在酒驾执法中，
大多依靠经验前往某些区域、某些路段设点拦查。如今，
根据订单的分布和流向规律，建立酒驾共治实验室，将反
酒驾成果数字化，有针对性地开展酒驾前期干预、酒驾精
准执法，并建立常态化的对代驾从业者的装箱培训，增加
从业人员的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

乐陵强化执法

确保粮油流通安全

李沧交警

创新酒驾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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