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魏 东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孙孟建 刘雪燕

5年间硬化街巷1230公里

出门就是整洁的水泥路，绿化苗木栽植
到了房前屋后,一辆辆垃圾转运车每天清晨来
回奔波……寒冬时节,走进广饶县广饶街道娘
娘庙村,给人一种净美闲适的感觉，村民的脸
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娘娘庙村起初名为赵村，因村临淄河，水
患较多，明嘉靖十二年村内建起观音庙,遂更
名为娘娘庙村，该村与周边的三角村、金胡
村、巷道村连成一片。关于这几个村，自古以
来就有“金胡同、银巷道、破三角、烂娘娘庙”
的说法。

追忆往昔，娘娘庙村村民张志友不无感
慨。几年前村里巷道还是土路，夏天下雨,冬天
下雪,出行都很困难。但是现在，村里巷道已全
部硬化，铺设了下水管道,出门就是宽敞的大
马路,原来家里的雨靴也成了“摆设”。

一切的变化起源于广饶县开展的美丽乡
村建设行动，借着这一契机，广饶街道因地制
宜，对这4个村进行整体规划建设，村内街巷

全部进行硬化、绿化、美化，村村建有综合性
文化中心，红白理事会机构健全。

如何让农村居民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
居住环境？围绕这一问题,广饶县采取了连线
成片创建的方式，每个乡村文明行动示范片
区按照5-10个村的规模，对片区内村庄、街
巷、进村路连村路、坑塘沟渠等进行全面整治
和改造提升。

截至2016年底，全县507个村庄进村路、主
要街巷全部硬化，硬化里程达1230公里，村庄
及道路两侧植树300万株，新安装路灯1 . 3万
盏，有300多个村建成文化景观一条街，全县
建成乡村文明建设示范片区34个、典型示范
村315个，全县62%以上的村庄创建为市级典
型示范村。

313户小村建起4支志愿服务队

“年龄大了,一些爬高、费力的活自己干
不动了 ,孩子们又不在身边 ,遇到事情老去麻
烦左邻右舍 ,感到很为难。现在好了 ,村里有
了义工服务队 ,有需要直接跟村里说 ,生活确
实方便多了。”12月20日，广饶县大王镇封
庙村村民杨泮江对村里志愿服务队开展的义
工服务赞不绝口。

无独有偶，在大王镇吴家村,每隔几天，
村里就会不时闪现点点橘红穿梭其间,原来这
是吴家村美丽乡村橘红志愿服务队在行动。副
队长李春花说:“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有5名队
员,主要职责就是做好环境卫生,保持村容整洁,
虽说现在天气很冷 ,但是挡不住大伙儿的热
情。”

在这个仅有313户的中等村，除了美丽
乡村橘红志愿服务队,吴家村还有三支志愿服
务队伍,有排查治安隐患、开展矛盾调解的守
望平安志愿服务队,有为村里孤寡老人、留守
儿童、残疾人士提供家政服务、亲情陪护、
生活救助的爱心手拉手志愿服务队,有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头献爱心送温暖的红色
先锋志愿服务队,各类志愿服务队为美丽农村
建设注入了新鲜活力。

如何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让村里老百姓也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成
为广饶县近几年着力解决的“课题”。为
此，广饶县着力推动村级便民服务站建设通
过统一配备的办公设施、统一购置的基本生
活用具等措施,常用生活工具百姓家中不用购
置便可随用随借，婚丧嫁娶桌椅板凳也会送
到事主家中，行动不便的人群足不出村便可
由专人代办各项业务。

“德润万家”助力家风创建

“辞旧迎新——— 从光盘行动开始 !”前几
天,家住广饶县大码头镇静笃小区的赵燕在微
信朋友圈晒出一张全家在餐馆吃晚饭光盘照
片 ,引来好友纷纷点赞。“家长以身作则 ,孩子
才能更好地跟着学。现在我们不光教育孩子
在家吃饭要‘光盘’,出门吃饭也得‘光盘’。”赵
燕颇为自豪地说。

“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 ,恒
念物力维艰。”大码头镇开展节俭养德、全民
节约行动 ,狠抓舌尖上的浪费 ,并将“光盘行
动”列入家风家教,以大人影响小孩,以家风带
动社会风气。

好的家风带动着好的乡风建设，好的乡
风又带动村民崇德向善 ,如今在广饶县 ,村民
和谐、乡风向善,美丽乡村建设又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做好文明家庭推荐和评选工作，积极
推进“德润万家”文明家庭示范点创建……一
系列举措显示了广饶县推进文明家庭创建的
决心和信心，更展示了典型示范引导的强力
助推作用。据统计，今年以来，广饶县先后有
20个家庭当选省、市文明家庭，其中田会英家
庭当选全国“最美家庭”。

美了环境 好了家风 方便了群众

细数广饶美丽乡村新变化 □记者 姜言明 郑莉
通讯员 付 刚 黄丽娟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1月26日，继8月20日在泰安举行京鲁新旧

动能转换项目签约仪式之后，2017京鲁（泰山）跨区域产业
协作项目对接推进会在北京举行，14个重点项目上台签约。

云谷We+创客空间项目列入省重点项目名单；同方电子
商务产业园规模大、业态新；鲁美汽车空调、鲁普科技、极
创机器人等项目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丽泰创业工厂
是国家倡导的“创新创业项目”……今年以来，泰山区先后
举办3次集中签约仪式，累计签约项目85个，合同引资额
1241 .8亿元。

“这些项目落户泰山区，催生出源源不断的活力，彰
显出泰山区经济发展的后劲十足。”泰山区委书记赵斌
说。

将老项目“接骨重生”。原格林商场关停落后的百货
专柜，引进美吉姆国际早教、瑞思学科英语等教育品牌机
构，建设省内规模最大、业态最全、档次最高的综合性早
期教育产业基地——— 阳光智慧谷教育产业基地项目。

让新项目活力迸发。新能源智能输变电装备产业园项
目对产品进行了全方位升级改造，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负
载损耗比国家标准降低15%以上，变压器效率高达99 . 5%以
上，其中铁路平衡牵引变压器是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列入国家火炬计划。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张嘉仪 报道
本报淄博讯 “王姨，今个天不错，一会我陪您出去

溜达溜达？”11月26日，家住淄博市张店区和平街道桃园
社区的王红英老人，接到了社区“爱心加油站”社工王洪
升打来的电话。每天，这样的爱心电话都会如期而至。

王红英老人今年85岁，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工作，长期
独居在家。家里有个大事小情，王红英打个电话，王洪升
就会赶到家中帮忙处理。他负责桃园社区近十栋居民楼，
服务对象有千余名。除了及时打电话问询，王洪升每天都
要到社区居民家中去转转，节假日也不例外。

今年10月，由和平街道出资，首批为辖区社区“爱心加
油站”聘用近百名社工，面向特困家庭、孤寡老人、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提供常态化社工服务。除了购买社工服务，还成
立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借助社工系专业学生的人才和智力支
撑，继续深化“爱心加油站”社会服务品牌，将“爱心加油
站”服务范围由陪伴拉呱、居室清洁逐步扩大到心理疏导、
健康保健等。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社工的培训力度，让咱们的培训
更加系统更加专业。同时，结合校城联动工作，更深入加
强融合力度，不断来丰富我们的社工服务内容，给社区困
难家庭送去更多的关怀和温暖。”张店区和平街道主任王
晓东说。

泰山区：项目建设

为经济发展添活力

张店：政府为困难家庭

买服务“加油”

□通讯员 孙孟建 报道
本报广饶讯 日前，广饶县城北部的亚坤汽配物流园

园区总经理聂士超告诉笔者，“现在汽配物流园项目一期
机车维修基地已完成投入使用，未来将打造大型物流园、
汽车文化创意园。”园区总经理聂士超介绍说。广饶街道
发挥地处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社区消费、商贸
市场、酒店餐饮、休闲娱乐等生活服务业，引导商贸产业
上档升级，让各类生产要素加速向县城汇聚。推进实施总
投资26亿元的广饶亿丰时代广场建设项目，以卫达电子的
美的电子物流中心为主体，建设辐射周边城市区域性商贸
物流中心。以佳乐、银座、新天地为中心的商贸圈逐渐形
成，多层次、多领域、多元化的产业格局初具规模。

广饶街道

构建特色服务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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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邓美平 夏组轩 报道
本报夏津讯 12月3日，载有发往某知名

运动品牌企业的抗菌、抑菌功能性纱线的车
辆驶出夏津仁和纺织，仁和纺织总经理蔡金
南介绍，“我们签订了独家供货协议，一年一
百吨功能性纱线供货量。一吨的纯利润比普
通纱线的销售总价格还要高1万元。”不仅是
抗菌、抑菌，仁和还握有军用抗菌天然汉麻、
防紫外线、耐高温等近50多个品类的功能性
纱线，30多项专利。

夏津是传统优质棉产区，也是棉纺产业
大县，但大多数棉纺织企业规模小、品牌弱、
附加值低，产品同质化严重、技术含量不高。

“新旧动能转换，重点在结构，难点也在结
构。”夏津县委书记才玉璞说。夏津县在调整
全县棉纺织产业结构时提出，重点抓“建链、
补链、延链、壮链”，开展“启明星”企业培植工
程，制定个性化培植方案，实施“五个一”工

程，即引进或组建一个科技团队、承担一项科
技项目、申报一项科技专利、组建一个研发中
心、结对一所科研院所。

仁和纺织本身经营不错，一开始创新欲

望也不强。“棉纺织企业单靠自身进行高新技
术改造太难了。”蔡金南说。夏津在仁和建立
起全市第一家公共技术服务机构——— 县棉纺
织产业研发检测中心，促使仁和与东华大学

合作，引进俞建勇院士，建立全市第一家棉
纺织领域院士工作站；引进长江学者覃小红
教授，转化“高效抗菌微亚微米纤维混纺纱
线项目”，与青岛大学泰山学者夏延致教授
合作开发“天然环保海藻纤维纱线产品研发
项目”。仁和成为全市棉纺织行业第一家省
级高新技术企业，仁和纺织技术中心被认定
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功能性、差别化纤维
纱线占比从20%到80%，效益成几何倍数增
长。

“用创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传
统产业动能转换的关键。”夏津县长高善玉
说，有了示范带动，该县天润、丰润等棉纺
织企业纷纷与厦门大学、东华大学、青岛大
学等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大力开发功能性、
差异化纱线。县棉纺织产业研发检测中心提
供的免费研发检测服务从十几项增加到360
多项，引进转化科技成果项目100多项，今年
新增棉纺生产能力20万纱锭。

抗菌纱线利润超出普通纱线价格

“银夏津”破题供给侧

□张海峰 报道
图为东华大学教授

覃小红（右）在仁和纺
织查看试验样机生产的
产品。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麻杰 报道
本报沂南讯 今年以来，沂南县聚焦健

康扶贫中的重点难点，紧贴贫困群众需求，
实施医疗人才、队伍、资源下沉，为健康扶
贫提供坚强的软硬件保障。

为实施县级专家下沉，促基层诊疗能力

提升，沂南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和县妇幼
保健院3家县级公立医院牵手县城西部10处
卫生院，致力于县域医共体探索实践，一年
来累计为基层40余名管理技术人才实行多岗
锻炼。通过县乡医疗机构结对助医和分级诊
疗制度的运行，病人县外转诊现象明显减

少，县域就诊率提高到90%以上。同时，突
出卫计融合，将村级计生专职主任向公共卫
生服务转型；突出医防结合，将乡镇卫生院的
基本医疗和疾病预防紧密结合并向村级延
伸；突出医患配合，建立健全乡村“1+1+1”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由乡镇卫生院1名医

生、1名乡村医生、1户贫困家庭结对签约。截
至目前，贫困人口签约服务率达到100%。

2016年以来，该县先后有8处乡镇卫生院
列入中央财政预算投资项目并全部开工建
设；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卫生院门诊楼、病
房楼4处，正在建设的4处，卫生院全部实现
了楼房化。去年新建24处标准化卫生室，今
年又新建7处村卫生室，山东省定贫困村全
部实现了标准化卫生室全覆盖。乡村两级医
疗机构投入近5 0 0万元更新设备和改造提
升，建成的50个健康小屋成为推广普及中医
适宜技术的场所阵地。

沂南：县乡医院携手建设医共体
建立乡村“1+1+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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