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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庄林 田宝宗 报道
本报沂水讯 “从去年5月到今年3月，全

县已有7426户家庭享受到了殡葬全免费政
策，进公墓率达100%，为群众节约费用1 . 5亿
元。”清明节前夕，记者到沂水参加“殡改看沂
水”活动，县委书记薛峰告诉记者，从10个月
的实践看，有些人担心的反弹现象并未出现，
如今在沂水丧事大操大办现象大为改观，厚
养简葬理念已蔚然成风。

“小公墓，大变革”。去年以来，沂水县实
施以“殡葬全免费”为核心的殡葬改革，对沂
水籍居民殡葬过程中涉及的遗体运输、存放、
火化、骨灰寄存及骨灰盒、公益性公墓安葬六
项费用全部免除，由县财政承担。专家认为，
相较于多数地方实行的面向部分困难群体或
部分减免费用的惠民殡葬政策，沂水的做法
体现了全面性、全民性、彻底性，惠民力度前
所未有，开创全国先河，形成了“沂水样本”。

“政府有这么好的政策，咋会不支持?别
看我年龄大了，思想不老化。”在沂城街道东
跋山县级公墓，记者遇到了前来祭祀母亲的
村民赵成友。家住后贺庄村的赵成友今年70
岁了，他告诉记者，去年刚开始改革时村民们
还很难接受，特别是年龄大的老人，“当时村
干部和党员家家户户做工作，给我们算明白
账，还带头实施政策，慢慢地大家也都转过弯

来了。”去年赵成友90岁的老母亲去世，他没
有犹豫就把母亲安葬在了公墓。

赵成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当年老父亲
去世时，算上火化、棺材、墓穴、孝布、纸扎、请
客等花了2万多元；去年老母亲去世，除了请
了一顿饭，没花一分钱。“老人生前好好孝顺

比去世大办丧事强。今年清明节，我准备把老
父亲从老坟迁到公墓跟老母亲合葬。”赵成友
说，以前是活人和死人争土地，有的村民五十
几岁就开始准备棺材和墓地，现在百姓的思
想都转变了，“少花钱，少操心，身后事办得一
样体面。”

“殡葬全免费，政府用经济手段解决了群
众想办、办不成办不了的事情。”薛峰告诉记
者，沂水殡葬改革的创新点，除了全免费的全
面性、彻底性，还在于疏堵结合引导进公墓安
葬，实行“三为主”、“三不准”，即以正面工作
为主、宣传引导为主、攻心说理为主，不准一
刀切、不准强制、不准搞平坟运动；在县里不
再审批营利性公墓的基础上，实行“三严禁”，
严禁乡镇和村向外租售土地用作墓地，严禁
在基本农田修建坟墓，严禁制作和销售大棺
材。在全国首家把县殡仪馆由自收自支改为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增强服务性。

记者采访了解到，自殡葬改革以来，有的
群众主动把原来修好未用的坟墓整平，有的
群众把原来制作好的棺材拆作他用;农村丧事
过度殡葬、大操大办现象基本杜绝，佩戴黑
纱、白花代替了披麻戴孝，鞠躬代替了磕头，
献花代替了烧纸。殡葬全免费政策迅速形成
了社会共识，厚养简葬新风尚逐步形成。

一石激起千层浪，目前临沂市借鉴沂水
经验，已在全市范围内推开这项惠民政策。据
临沂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工作人员刘敬刚介
绍，目前全市各县区均已对遗体接运、存放、
火化、骨灰寄存及骨灰盒费用全免除，公益性
公墓建设正在积极推进。截至3月，全市公益
性公墓已建成425处，正在建设134处，已建成
墓穴482225个。

殡葬改革十个月 省了百姓一亿五
沂水7426户家庭享受到殡葬全免费政策，进公墓率100% □记者 姜言明 刘涛

通讯员 肖根法 报道
本报新泰讯 3月23日，新泰市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

公布招才引智十项举措，旨在服务支撑当地新旧动能转换
和产业转型升级。

记者注意到，新出台的人才政策具备含金量高，内容完
善，政策创新三个特点。

该政策提高了对“一事一议”顶尖创新创业人才及团队
的综合扶持，由过去1000万元调整为5000万元。对到当地创
业的高层次人才启动资金支持最高达到300万元。人才工作
专项经费由10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

对于重点支持的产业人才明确提出了外国专家人才、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桑梓人才和技能人才，更符合新泰新旧
动能转换的人才需求，同时新增了相应的扶持政策内容。对
国家级科研院所建立的科研创新平台，新泰企业在国内外
建立的“人才飞地”，国家、省级孵化器（众创空间）、技术创
新中心、“千人计划”工作站等新型研发平台，根据作用发挥
给予资金扶持。鼓励企业举办有影响力的行业峰会、高端论
坛，给予资金支持。设立1亿元招才引智基金，重点投向人才
创新创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结合科创基地建设、规划建
设100套、1万平方米的人才公寓等。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张长青 报道
本报邹城讯 3月31日，邹城市举行2018年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总投资达191 . 2亿元的34个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开工仪式按工业、城建、乡村振兴三个领域分别举
行，其中工业项目14个、城建项目10个、乡村振兴项目10
个，涉及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医药、现代服务业、现代农
业等多个方面。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年可实现新增销售
收入100亿元，利税2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3000个。

今年，邹城围绕加速推进现代工业新城、孟子湖新
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邹东生态示范区“四
区”建设，把工业作为动能转换的主战场，提出打造八大
产业基地、争创国家级高新区目标，努力形成项目“开工
一批、运作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为新旧动能转
换增添发展新动力。

设立1亿元招才引智基金

新泰招才引智出“十招”

邹城34个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及大
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于明志 报道
本报淄博讯 “现在早餐点、蔬菜点集中起

来了，来一趟想吃什么早点可以随意挑，还能顺
便把水果蔬菜买回去，省时又省劲。”3月12日，
在滋博市周村区北长行街新建的便民市场，刚
买完菜的范秀芳大妈碰到了正在回访的周村区
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王志臣，她高兴地
说着便民市场的好处。这片原本范大妈眼见就
心烦的市场，现在成了她平日最爱逛的地方。

长期以来，长行片区的早餐点大都是流动
摊点，集中在北长行街路两边，挤占了接近一半
的道路进行经营，严重影响到居民通行。尤其是
附近还有小学、幼儿园，到了放学的时间，车辆
来来往往、水泄不通，还经常发生剐蹭事故。

范大妈对于北长行街早市的“怨念”，来

源于去年7月份一次在路边买油条时，被过往
的车辆蹭伤了胳膊。在孙子的帮助下，范大妈
通过“周村民生网”留了言，将占道经营问题
反馈给了“民情恳谈”挂包区领导王志臣。

接到问题后，王志臣立即进行了实地调
研，了解到该早市已有近十年历史，是市民自
发形成的辐射面积较大的便民市场，平日占
道经营、无序管理等问题突出，但贸然迁移远
处或取缔都会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的生产生
活。王志臣走访后发现，离原早市不到200米
的地方有一个部队医院原址大院，面积较大
且闲置已久。相关部门一起协调沟通后，决定
在这里建一个规范化的便民市场。去年8月21
日，200余个流动摊位全部搬进了“新家”。

“现在我们经营时间由之前的3个小时
延长至全天，政府设有专人对市场进行管

理。而且，随着北长行街道路恢复井然秩
序，我们进出货也更方便了。最近听说区里
还计划对市场进行档次提升，以后我们生
意肯定更红火！”谈及对“新家”的感受，水
果摊老板吴国琼乐呵呵地说。

据了解，2017年以来，周村区以深化“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为导向，以

“访民情、解民忧、暖民心”为主题，以27名区
大班子领导干部为主体，建立起“三网一化”
民情恳谈机制。“三网”即领导干部组团包镇

“责任网”、党员群众全员覆盖“联系网”、统一
协调多方联动“服务网”。每月10日确立为领
导干部“民情恳谈日”，27名区领导干部逐村
逐居、包镇入户“面对面”了解掌握群众提出
的实际困难和意见建议。恳谈中注重倾听“四
大群体”（困难弱势群体、基层代表群体、带头

致富群体、利益诉求群体）意见建议，实行“四
大群体必须谈、主动谈，其他群众热情谈、深
入谈”有机结合，并围绕“五长制”、违建治理、
环保综整、脱贫攻坚、打造“六最”城市等重点
工作开展，扎根基层，汲取群众智慧。“一化”，
即民情恳谈工作信息化。周村区民生热线同
步开通“民情恳谈”专栏，按照“各镇（街道）录
入—区政务服务中心分派—各职能部门反
馈”的流程，及时将收集的问题录入民情恳谈

“大数据”平台，工作成效通过区民生热线、
“智·惠”党建云平台“三务公开”及“周村党建
ＡＰＰ”面向全社会进行网络公示和手机推送，
接受广大党员群众监督。

截至目前，周村区班子领导共参加民情
恳谈活动95人次，共解决实际问题348项，群众
满意度、幸福感已悄然提升。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李晓君

阳春三月，正是春耕好时节。宁阳县华丰
镇西故城村村民郑振霞来到大蒜种植基地，
望着地里绿色的新苗，新的一年也有了盼头。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他们不用担心“蒜你
狠”、“蒜你完”这样过山车式的价格浮动，地
里的蒜摇身变成了保底致富的“越洋蒜”，全
都不愁卖了。

“往年收入不确定因素太多了，不光看天
吃饭求产量，还要看市场行情，蒜好不一定能

卖好价钱。”西故城村党支部书记张伟说，价
格波动影响村民的种植热情，通过与企业合
作签订大蒜种植合同按“保护价”收购，让村
民吃了定心丸。“大蒜价格较高时企业按市场
价收购，市场价格不景气时，企业仍按当初的
价格收购，这让村民不必冒市场价格波动的
风险。”这样的“致富蒜”惠及华丰镇14个村
3000多亩地。

与村里签订大蒜种植合同的是山东泰山立
福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山东省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依靠科技先导市场，让大蒜走入高
端。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将四六瓣大蒜精加

工、装袋、装箱，赶着完成美国一家客户的订
单。公司首创业内第一条全自动粉粒生产加
工及包装生产线，并配备布勒去石机、色选
机、金属探测仪、强磁检测仪等进口检测设
备，实现从原材料处理到成品包装入库整环
节的无缝隙连接。

鲜蒜经过过筛去土、清洗、切片、漂洗、甩
干、烘干等一系列工序，变身蒜片、蒜粒、蒜粉
等脱水蒜制品，价格翻了几倍。脱水蒜制品由
于具有蒜味纯正、食用方便等优点，在国际市
场上颇受青睐。企业还建成了理化室、微生物
室、无菌室等实验室，对出口的每一批产品都

实行从原料验收到成品发货全过程的严格检
验监督，生产的蒜制品通过了英国零售商协
会认证、国际食品标准认证等多项国际认证。

“现在引领市场靠的是创新优势，拼的是
质量品牌，要抓住质量、品牌、市场这条线，把
农业的产加销各个环节串联起来，打造新核
心竞争力。”立福食品厂长高站说。宁阳大蒜

“走出去”参加了 I FT美国食品科技展会、
SIAL法国食品展会，与全球多家著名调味品
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鲜蒜头只是大蒜产业的一个末端产品，
不是终端产品，依托龙头企业的科技带动，从
种植源头开始做好大蒜深加工，延长产业
链。”华丰镇党委委员李长伟说。通过推进农
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培育龙头企业等“新
六产”带动主体，实现了农业产业的新旧动能
转换。目前，华丰的鲜蒜供给量仅够公司需求
的10%，下一步将继续流转土地大面积种植大
蒜，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民情恳谈”架起党群干群“连心桥”

周村大妈一句话，十年扰民摊点撤了！

一粒大蒜，一个产业，一家科技公司———

宁阳大蒜的越洋之路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王洪磊 报道
本报阳信讯 4月3日，第二十九届梨花会暨第八届黄

河三角洲民俗文化节于4月3日—11日在阳信举办。
此次梨花会的主题是“弘扬梨乡文化 打造全域旅游

做强特色产业”。梨花会期间，阳信县安排系列主题活动，包
括第二届水韵梨乡音乐节、第八届黄河三角洲民俗文化节、
中国阳信肉牛产业博览会暨第三届肉牛产业集群发展高层
论坛、省曲艺家协会“文化惠民下基层”文艺演出暨山东省
曲艺之乡授牌仪式、2018诚信阳信银政企合作恳谈会、纪念
史若虚诞辰100周年、“旭岳名都”杯第二届烹饪大赛暨阳信
美食展、阳信县非遗展演暨民俗博物馆展览、第二届阳信籍
书画名家回乡作品展、“智汇·阳信·博士梨乡行”等。

据了解，阳信鸭梨栽培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现有梨园
10万亩。该县以“全景阳信·全域旅游”为发展理念，立足阳
信鸭梨、民俗文化等特色资源优势，积极推进万亩梨园风景
区及水落坡民俗文化旅游区建设，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先后
荣获“中国鸭梨之乡”“中国古典家具文化产业基地”“中国
最佳文化休闲旅游县”等荣誉称号。

阳信第二十九届
梨花会开幕

□王洪涛 报道
沂水县县委书记薛峰(右)给记者介绍全县公墓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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