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刘涛 报道
本报费县讯 “看，这些就是去年以来崔家

沟修建的12座扬水站、20个蓄水池，地下还有近
9万米的管道，可以灌溉近9000亩土地。”正是隆
冬季节，在整体搬迁的省定贫困村费县朱田镇
崔家沟村的山岭上，费县水利局农水站站长杨
坤华指着山头、田间一个个波光粼粼的水库、水
池向记者介绍。去年，费县水利部门给这个项目
投资了小型农田水利项目资金1460万元，再加
上以前建设的3座小型水库和38处塘坝、拦河坝
等，完全可以满足此地的用水需求。

记者看到，在冬日的阳光下，崔家沟村山间
新修的道路如飘带一般延伸，山坡上种满了果
树，昔日的省定贫困村现在已变成遍布花果的
大型田园综合体。

“全村8000亩土地目前已流转5000亩，建设
了37个家庭农场、示范园、榛子种植生产基地
等。由于做好了水利、道路、电力等配套工程，仅
土地流转及果园租赁等就使我村增收了300万
元。”崔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曹厚海告诉记者，目
前，这片土地已经种植了40万棵果树，有了水的
滋润，未来3到5年崔家沟将变成美丽的花果山。

“这几年栽下的果树，今年就能挂果了。我们还
要发展乡村旅游、水果加工等项目，村民的收益
会更可观。”

崔家沟村的蝶变得益于水利精准扶贫的持续
支持。近年来，费县深入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全力
打造创新水利、人文水利、风景水利、效益水利、民
生水利五大示范区，“水”项目扛起扶贫大梁，为建
设富裕和谐美丽新费县提供了水利支撑。

为提升水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能
力，费县完成了全县6座中型水库管理单位体制
改革，加快新一轮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制度改革，
颁发“两证一书”1 . 67万份。同时敞开大门办水
利，近几年吸引社会资本1 . 7亿余元投入水利工
程建设。创新资金使用方式，将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资金打捆使用，发展水电站等产业项
目，确保移民长远受益。

发展风景水利，促进全域旅游开发。依托石
岚水库及周边地理优势建设的沂蒙山天蒙旅游
区，是5A级综合型人文生态旅游度假区。依托
小水库开发建设的费县云瀑洞天景区，素有“天
然地质博物馆”“天下巨石第一阵”美誉。同时，
积极把握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新业态，在许家崖
建设集航空、体育、旅游、农业、扶贫于一体的航

空体育特色小康综合体。
围绕民生水利，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让群

众共享水利改革发展实惠。投资1 .76亿元，实施了5
处水库水厂管网延伸工程，解决了37万人的饮水
安全问题，扶持解决46个重点贫困村饮水安全问
题。整合涉农资金，大力发展管道灌溉，完成投资
13亿余元，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6万亩。

“五水”同建有力支撑了县域经济发展。去
年以来，费县成功争取到桥庄水库、新时代水源
工程两个年度雨洪资源利用工程，占全省项目
计划的14 . 3%；投资2100万元实施费县农田水利
项目县工程，规划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 . 3万
亩；分三批次建成151座“健康水站”，为全县农
村提供安全健康饮水。目前，费县累计实施15项
水利工程建设，总投资达3 . 8亿元。

水利精准扶贫拓宽贫困村蝶变之路———

以“水”治贫看费县

□本报记者 薄克国
本报通讯员 刘春梅 王庆臣

如何快速及时地处理大件垃圾是困扰城市
管理的一大难点。近日，在青岛市市南区燕儿岛
路宁夏路交叉口处，环卫工王素兰通过一块“手
表”，5分钟解决了卫生辖区内堆放的一个废弃
三人位沙发。“清扫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清不动的
大件垃圾，直接拍照上传，等着压缩车来处理就
行，可省事了。”

原来，王素兰所佩戴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
“手表”，而是一块“智能手表”，是新启动的市南
区智慧环卫建设项目的一大“宝器”。选择智能
手表拍照功能，将表盘对准大件垃圾，按下按键
后直接点击上传。另一端，工作片区片长的智能
手机上便收到了上报信息与实时定位，可以迅
速调拨压缩车前往处理。不到5分钟，周边的压
缩车就到达现场，伴随两名工人将沙发搬到车
上，这一宗大件垃圾就此处理完毕。

从发现到清理干净，前后用时不到10分
钟。这放在以前，基本是不可能的。“以往我
们规定发现大件垃圾后4小时内清理掉，如今
规定控制在2小时内，但大多1小时内就能清理
完毕，如果压缩车就在附近，可能5分钟就能
清完。”市南区环卫公司业务科科长郭建辉表
示。

据了解，和王素兰一样，市南区还有830多
名一线保洁人员佩戴了智能手表，50多名站长、

片长配备了搭载智能环卫平台的智能手机。
除了拍照上传，智能手表还有通话对讲和

一键求救功能。按下有“话筒”标志的触屏键，就
可以选择和片长或巡检员通话。另外，还有一个

很实用的功能是一键呼救，只要连续两次按下
表盘一侧的呼救键，启动SOS报警定位，平台会
立刻报警。“路上作业期间，万一碰到危险或紧
急事件，按键就能呼救。”

据了解，智能环卫系统不仅能够方便环卫
工人作业，还为环卫部门提供了考核依据。在
市南区智慧环卫平台上，环卫工管理、环卫车
管理、巡检员管理、环卫设施管理、视频监控
一应俱全……只要在大屏幕上轻轻一点，便会
显示得清清楚楚。点开“环卫工管理”，地图
上便会出现环卫工的位置，具体点击到个人，
会出现环卫工名字及工作轨迹等信息。郭建辉
表示，通过平台可以实现人员、车辆设备作业
轨迹管理，对随意更改作业区域、作业路线现
象进行监督。另外，如果通过平台发现哪个片
区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找到负责的工作人员，
指令下达精准有效，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我们总共投入200多万元用于平台开发
及硬件配置等，去年10月份开始试点运行，现
在正式上线。截至目前，智慧环卫平台共收到
装修垃圾堆积、环卫容器故障等826件问题案
件，已全部处理完成，办结率为百分之百。”
市南区城管局局长许群表示。环境卫生是一个
城市的“脸面”，运用智慧环卫平台这种采用
高端移动通讯技术、无线数据传输技术、地理
信息处理技术的高科技智能手段，能对各项环
卫工作进行远程监控、调度、管理，确保把城
市精细管理标准和责任落实到“最后一米”
“最后一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在平台上
增加市政、绿化等板块，同时还将与路长制、
街长制相结合，探索更多功能，促进城市管理
精细化、精准化水平。”

“一表”管理“最后一米”
青岛市市南区环卫实现“互联网+”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石勇 王业婷 报道
本报齐河讯 1月16日，在齐河大蒋沟生

态治理工程长3 . 6公里的透水人行步道上，家
住齐河旗馨园小区的居民李伟将一瓶矿泉水倒
在路面上，水随即渗了下去。“真的像海绵一
样，以后雨雪天出来不用担心路面积水了。”
李伟说。

透水人行步道是齐河实施“海绵城市”建
设项目的一部分。据介绍，这条人行步道应用

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的关键技术——— 透水
铺装，采用透水材料，将水分锁住，路面下方
饱和后，可溢至周边生态植草沟内，生态植草
沟内有碎石层、过滤层，使雨雪水净化，并通
过过滤系统将水给予周边的绿地使用，绿地饱
和后，溢水口回馈给周边的河道。

齐河在德州市率先编制完成了“海绵城
市”专项规划，结合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更
新分片区实施“海绵城市”项目。目前已计划
在新城区和老城区实施城市水系统建设项目9

项、城市园林绿地系统建设项目12项、城市道
路交通系统建设项目19项、城市建筑小区系统
项目32项，共72个项目。齐河将按照“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的思路，推广应用“海绵城
市”建设模式，充分采用渗、治、蓄、净、用、排等
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逐步实现小雨无积水、大雨无内涝，
水体无黑臭、热岛有缓解。

为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齐河创新
投融资机制，采用PPP模式投资建设，与北京

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齐河东园
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由该公司负责融资进
行建设和运营。建成后，齐河通过购买服务的
方式，向齐河东园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分8
年偿还总投资及投资回报，之后项目移交齐
河。

目前，齐河已有大清河生态治理与防洪排
涝工程、大蒋沟生态治理工程、城东友谊公园
等28个“海绵城市”项目全部完工，总投资
4 . 5亿元。

齐河：“海绵城市”让雨洪变害为宝

□本报记者 董卿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于冬育

2017年12月24日，烟台市芝罘区毓璜顶善德基
地开设了全市首家“善德月亮公益超市”，该项目
为善德社会组织创业服务基地的品牌项目之一，由
善德基地整合资源而开设，专用于救助各种困难家
庭、群众等特殊群体。据悉，善德基地去年共孵化
了33家社会组织，资源成果转化使困难居民受益，
实现服务群体最大化。

作为善德基地的品牌项目之一，项目由毓璜顶
街道提供场地，善德基地牵头整合资源，由进驻社会
组织烟台市月亮姐姐公益发展中心和爱心企业家家
福社区健康连锁机构共同打造。“我们为超市捐赠了
60副老花眼镜和购镜代金券，并为老人们送去了镜
盒、镜布和2018年台历等价值约2000余元的物品。”
爱心企业兄弟眼镜负责人潘先华告诉记者，这是首
批参与爱心捐赠的企业之一。记者在公益爱心超市
看到，货架上摆满了衣服、鞋子、米面油、被子等生活
必需品。首批8户困难群众领取到米面油的生活必需
品，还有一户因身体情况不能到现场，由月亮姐姐志
愿者将慰问品送到家中。

据毓璜顶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公益超市的开
办是为社会各界的捐赠者与社区弱势群体受助者搭
建了直通的平台，街道党工委在本身办公用房紧张
的情况下，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打造公益超市，目的就
是更好地服务于辖区内及周边的弱势群体，进一步
推动公益事业蓬勃发展。

据了解，善德基地成立初期，引入众信、微泉等
专业社会组织12家，通过设计项目、认领项目、落实
项目，采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项目服务的方式，推动
为民服务专业化、精细化、多样化。同时以善德基地
为载体，挖掘社区内部人才资源，引导辖区有经验、
有智慧、有特长的群众，培育“草根”社会组织，先后
培育孵化“红色先锋”公益服务中心、“心灵港湾情感
联社”“去哪儿儿童服务社”“仁爱摄影驿站”等社会
组织33家，实现服务群体最大化。去年，根据辖区居
民服务需求，开发设立50余项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先
后争取省市两级及各大企业扶持资金200余万元，受
益人群达10万余人次。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王景宏 张允允 报道
本报嘉祥讯 “丽君考上‘三支一扶’了，真是太

感谢你们了！”1月9日，在嘉祥县嘉祥街道钱庙村杜
秋花家中，46岁的杜秋花紧紧握着前来走访慰问的
街道包扶干部李燕的手，眼里噙满了泪花。

杜秋花一家四口人，丈夫在和骨癌苦苦斗争3年
后不幸去世，不仅花去了家中全部积蓄，还留下了几
万元的债务，家里生活变得十分困难。年幼的儿子还
在读书，一家人都盼着22岁的大女儿毕业工作补贴
家用，可孩子一直苦苦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家的重
担都落到了杜秋花一个人的肩上。

包扶干部李燕了解情况后，常常来到杜秋花家
里跟她唠家常，还帮助她就近在嘉祥国际商贸城找
到工作，每月能增加600元的家庭收入。同时，李
燕还给杜秋花大女儿提供相应的报考指导，帮助她
考上了嘉祥县马村镇的“三支一扶”，工作工资都
很稳定，减轻了家庭压力，也解决了杜秋花一直以
来的“心病”。

杜秋花一家只是嘉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开展
特殊家庭和贫困户“暖心救助”的一个缩影。据了解，

“暖心救助”行动是嘉祥街道积极推动“两不愁三保
障”的有效落实，确保贫困户吃穿两不愁，切实保障
贫困户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大核心利益
不受侵害，让贫困户早日告别贫困。在包扶干部的努
力下，多户家庭彻底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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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德基地去年孵化

33家社会组织

“暖心救助”

帮贫困户“拔穷根”
□薄克国 报道

青岛市市南区环卫清洁总公司业务科工作人员苑新介绍智能环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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