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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王嘉

“老姜，把咱的账本拿出来，把一年的
收成给孩子们晒晒。”大年三十，一家人聚
在一起，乳山市白沙滩镇翁家埠村68岁的王
建文对老伴说。

股权分红，每股1500元、共计3000元；
土地流转费，每亩800元、共计1920元；养老
保险、村级福利……各项收入真不少。“手
头是宽裕了，不过钱也没少花。”老伴姜秀
兰说，“咱家光新置办电器就花了小一万块

钱。”
“2013年每股分红600元，每年都有增

长，2017年每股1500元，日子越过越有盼
头！”老王打开股权证，一一“汇报”这5
年来的分红情况，“还有一个大喜事，村里
棚改马上完工，今年咱村460多户村民一起
搬上楼房，咱新买的冰箱电视摆在新家更气
派。”

翁家埠村是山东省注册的首家农村经济
股份合作社，是全省“股改第一村”，2013
年全村村民讨论通过了股权分配方案，所有
资产股60%的收益由全体股民平均分配，40%

的收益作为村集体的公益基金，共分1024
股，每人1股，全村村民变身“股东”。集
体产权改革推行的当年，翁家埠村就实现了
首次分红。

股改不是简单地给个证书、发点分红，
而是通过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激活农村发展
活力，实现乡村振兴。翁家埠村上马了苗木
基地、水泥制品、化肥生产等多个村办项
目，以闲置土地入股，与青岛海大生物集团
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温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利用中国海洋大学技术，从事海洋生物
产品的研发生产，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00

余个。搭乘电商快车，翁家埠村的葡萄、无
花果、旱稻等特色产品上网销售。去年，翁
家埠村还成为全国首批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
试验村。

据翁家埠村党支部书记单成炜介绍，村
里正通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在以往流转360亩土地的基础上，去年
村里新流转了3 0 0余亩土地，用来发展苗
圃、旱稻、葡萄等特色产业。村里还深入挖
掘现存上千年的渔文化遗址，结合农村传统
民俗、非遗，对保留下来的传统民房进行保
护、改造升级，发展乡村游，讲好村落故事。

“股改第一村”的幸福账单

小山村引项目兴产业，让百姓在乡村振兴中奔向小康———

农民也有年终奖了！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李辉 耿丽梅

春节前，宁阳县磁窑镇后李村的村民们
收到一条好消息，“村广播喇叭通知我们去
查下户头，说是苗圃基地那边已经把土地流
转费用打到账上了，我得赶紧去看看。”年
近六十的毛木香大娘高兴地说道，“都说上
班的才有年终奖，我们农民也有年终奖呢！
我那两亩地收入四千元，现在拿到手，正好
赶集去买年货！”

后李村有367户1140口人，全村1090亩土
地多是丘陵薄地，原先百姓主要种植粮食作
物，一亩地年纯收入不过五六百元，而且还因
为秸秆禁烧的事，给村干部带来很大压力。

“前一阵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句话
说得好，就是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
点。”村支书毛木东介绍，这几年，他们广
泛招引客商，推进土地流转、项目落户、资
金进村。目前全村已陆续引入大小工农业项
目5个。“村民们之所以拿到‘年终奖’，
正是得益于我们村引入了众多项目。”

小山村缘何招得项目落户？“我们村紧
邻104国道，这可是我们的先天优势。”毛
木东介绍，正是凭借优越的区位交通，早些年
政府介绍引进的鲁阳金属制品公司，以及县
公路局的施工料场，都是征用的该村土地。其
中，鲁阳公司占地200多亩，每年为村集体带
来一定比例的税收返还收入5万余元。

毛木东说，村干部不经手钱的事，只负责
服务和监督，百姓更信任支持村“两委”了，工
作开展就更顺畅了，“比如引入平菇种植项目
时，客商需要120多亩土地，我们村干部做工

作仅用三天时间就给协调流转出来了！”
聊起引项目，毛木东很是感慨，他说自己

一直在给全村党员干部灌输一个理念，那就
是即便有再好的地理位置，坐着也等不来项
目，“把项目引进来，把企业扶起来，村子发展
才有后劲。杀鸡取卵的活坚决不能干！”

微微寒风吹来，望着村委大院西北方向
的一片地，毛木东告诉记者，这是给菏泽客
商预留的用来种植牡丹的500多亩地，去年11
月份客商已经来考察过了，土壤成分监测也
合格，种植园年后就要开工建设。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孙海锋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冬日的郭河，在落日的余

晖下闪着金光，枯黄的芦苇随风舞动，随着
一群白鹭振翅飞起，河面泛起片片涟漪。这
是1月24日，记者在枣庄市山亭区郭河店子
段看到的景象。

2017年以来，山亭区全面实行河长制，
建立起区、镇(街)、村(居)三级河长体系及河
湖管理保护体制，着力保护水资源、防治水
污染、改善水环境、治理水生态，形成了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喜人景象。

自去年6月份全面启动河长制以来，山

城街道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徐开春，每天都抽
出时间到村前的河岸巡视。这段2公里长的
十字河，是他的“责任领地”。在山亭，像
徐开春这样的村级河长就有259名。

山亭水资源丰富，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
以上的河流11条，各类水库59座。为保护绿水
青山，该区出台了《山亭区全面实行河长制工
作方案》，明确了工作目标、原则、任务和责
任。城郭河、十字河、西伽河等重要河湖设立
区级河长，沿河镇、村再设河长，全区共设立
河长380名，建立起区、镇(街)、村(居)三级河长
体系。成立了水利、环保、农业、国土资源等24
个相关单位为成员的“河长制”办公室，层层

签订目标责任书，对各级河长、各相关部门的
工作职责和主要任务进行全面细化明确。

围绕“保水质、保安全、促发展”，山
亭对辖区河流进行了全面排查，完成了14条
重要河湖问题调查报告。从去年8月份开
始，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河行动。针对每条
河湖存在问题制订河湖综合整治方案，确定
三年行动计划，实行“一河一策，一河一档”，
按照“部门分项负责、河长办统筹考核”的原
则严格考核奖惩。目前，全区排查涉河湖违法
建筑及违法行为149处（起），已全部清理完
成，岩马水库管护范围内清除采砂船275艘。

为建立健全长效维护机制，该区先后出

台了区级河长制部门联动制度、督察督办制
度、考核问责、验收办法等制度，有效保障
河湖保护工作落到实处。区河长办不定期对
各镇街河长制实施情况进行巡查，对发现的
河湖及周边垃圾乱堆乱倒、污水直排、水体
恶臭、违法建设等问题进行通报并监督整
改。同时广泛宣传河长制政策和知识，鼓励
引导群众参与到河长制工作中来，构建出政
府主导、全民参与的治水模式。

“清河行动不仅要‘清除’更要‘水
清’，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实现建设
‘秀美河湖、生态山亭’的总目标。”山亭
区委书记毕志伟对记者说。

一河一策 一河一档

山亭：河长制成治水新常态

□李梦 报道
近日，在莱阳市城区蚬河岸边，一群特殊的“客

人”——— 夜鹭常常于黄昏后在浅水处涉水觅食。
去年以来，莱阳市以提升水环境质量为着力点，全面建

立河长制，实施五龙河流域“十二大"整治工程，高标准开展
“清河行动"，全市共停产整改超标排放企业117家，2300多
个畜禽养殖场、90个河道直排口、7处黑臭水体治理全部完
成，重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良好水生态环境。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任艺舒 报道
本报潍坊讯 2月6日，潍坊市政府印发《关于公布市

级下放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的通
知》，将涉及31个部门214项市级行政许可事项下放到潍
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此举标志着滨海区体制机制改革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今后，滨海区内的企业和群众不出区就能办理更多的审批
事项。此次下放的214项市级行政许可事项，有1项直接下
放，7项设窗口或派人办理，其余206项采用刻制“2号公
章”的形式下放。下放的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实行清单动态
管理，凡属市级新增行政许可事项，由潍坊市政府明确滨
海区同步增加。

潍坊滨海承接214项

市级行政许可事项

广告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郜玉华 高婷婷 报道
本报菏泽讯 菏泽市牡丹区小留镇的80后青年郑力

强，自2001年起一直在外地工作，曾是一知名公司的营销
总经理。2017年初，他在当地创业政策的感召下，放弃高
薪工作回到家乡，投资1000余万元创办了以养殖为主要业
务的厚德农业有限公司，着力打造“养殖—沼肥—农业”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还为群众提供了1000余个就业岗位。
2017年，牡丹区有1 . 2万人返乡创业，累计创办企业3377
家，总投资28亿元。

为更好吸引“凤还巢”，牡丹区编制实施《加强就业
培训、提高就业与创业能力五年规划》。据牡丹区人社局
局长吴进岭介绍，去年，该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469万
元，财政贴息404 . 21万元，并实施“量身定做”培训模
式，为创业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去年，该区组织开展
就业创业培训9283人，3713人实现成功创业，并带动就业
1 . 1万人；天华、毅德、银田等创业示范园和孵化基地已
累计进驻创业企业1535家，带动就业4 . 8万人。

牡丹区去年1 . 2万人

返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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