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明 薄纯民 报道
本报利津讯 4月4日，虽然天气迎来了大

幅降温，但在大棚内忙着修剪葡萄的孙春英却
是一脸的汗水。孙春英今年修建了3座温室大
棚用来种植葡萄。“现在葡萄都坐果了，我这
三个棚种了7个不同品种，上市时间都不一
样，采摘期得有四五个月呢。”看这眼前绿油
油的葡萄藤，孙春英脸上挂满了笑容。

像孙春英一样，利津县汀罗镇毛坨村村民
前几年大都将棉花改种为葡萄，目前全村种植
面积近2000亩。然而，谁能想到，10年前这里
因为土地盐碱化程度高，可种植的农作物品种
少，产量低，村民们一亩地一年纯收入也就几
百块钱。

毛坨村人少地多，全村只有120户480口
人，但耕地面积达六千余亩。“只有1000来亩
能种庄稼，其余五千多亩是重度盐碱地，种什
么都不长，只长一种名叫碱蓬的耐碱植物。”

村支书张玉亭说。
当地人早年进行过一些改良土壤的尝试，

但效果都不好。直到2008年，张玉亭在一次会
上了解到青岛农业大学有研究盐碱地生态农业
建设方面的专家，专程赶到了青岛。看中了当
地土壤为中重度盐渍土，在整个黄河三角洲区
域有着典型性和代表性。如果探索成功，该项
目的示范效益无疑是巨大的，很快双方达成合
作意向。

2008年10月，学校与利津县政府签署《实
施科教兴农战略、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战略
合作协议书》，成立“黄河三角洲重盐碱地改
良及生态农业试验工作站”和“研究生工作
站”，派驻第一批资源环境领域的专家教授来
到村里，开始了基础性的调研和试验研究。

很快，盐碱地改良高产栽培技术、盐碱地
工厂化育苗技术、盐碱地绿化植物筛选、台田
池塘水产养殖模式、耐盐经济作物筛选等课题

先后投入到研究当中。
自此，一批批“一点架子都没有”的农大

专家们与毛坨人吃住在一起、流汗在一起。对
于张玉亭和毛坨村人来说，正是这一批批专家
教授们的“一趟趟跑、一遍遍试”，带给了村
子新的致富希望。

“建在村里的研究院”不仅实现了现代农
业技术与广大农民用户的零距离，同时也大大
缩短了科研成果研发与推广的距离。针对盐碱
地改良，专家们从研究台田降盐的原理出发，
确定了最佳台田高度，较好地解决了黄河三角
洲地区地下潜水位高、矿化度大、盐分极易上
升的关键技术问题；充分利用台田水塘发展渔
业，做到“上农下渔”，所开展的台田沟锦鲤
养殖项目基本解决了“淡鱼咸养”的技术难
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都非常显
著。

此外，经过反复实验，专家们在重盐碱地

上利用塑料隔绝下层土壤，上层采用有机基
质，在日光温室内进行蔬菜栽培，较好地解决
了重盐碱地栽培蔬菜的技术难题，实现盐碱地
有机蔬菜高效生产。同时，筛选、鉴定、培育
了10余个耐盐的苗木品种，建立了600亩的耐盐
苗木基地和近2000亩的耐盐葡萄基地，亩产值1
万元以上。

当地传统种植的棉花，生产率低、效益
差，通过青岛农业大学专家们的引种、试种，
筛选出了小麦、花生、甘薯、马铃薯等作物的
耐盐种质资源，建立了一整套滨海重盐碱地粮
油作物高产栽培技术体系。在连年涝害的黄河
漫滩领域，还发展了稻鸭共生的生态农业模
式，生产有机大米和养殖鸭子。

如今，毛坨村已形成盐碱地改良、上农下
渔、无土栽培、稻鸭共生、耐盐林果、粮油栽
培等六种生产模式为主的盐碱地生态农业发展
模式，昔日的盐碱地成功变身“聚宝盆”。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盖智广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俺村正在对村集体组织成

员进行资格认定，这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是个基础。”4月3日，东营市垦利区郝家镇店
子村党支部书记张光吉，在村委办公室正忙活
着推进村里的产权制度改革事务，他告诉记
者，自去年该镇八里村完成村产权制度改革的
第一步后，全镇农村改革陆续全面展开，店子
村也成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村。

作为郝家镇地试点村，八里村的产权改革
推进得愈发深入。在八里村，记者见到了东营
市第一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只见
这张证书的所属类别为“东营市垦利区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证明书”，登记单位为“东营市垦
利区郝家镇八里农村经济股份合作社”，发证

机关为“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政府”。
八里村党支部书记盖建志介绍，八里村土

地有1000多亩，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从
2013年开始，这里的800多亩土地相继被流转。
东营西郊现代服务业区的不断崛起、日趋繁
华，八里村等附近村庄地段的升值将不可避
免，而服务业所需大量从业者，也带给了村民
大量的就业机会，村民们不会也不能被“绑”
在土地上。“要摸清‘家底’，让这些‘家
底’活起来造福于村民，来一场改革势在必
行。”

“这项改革不亚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提及这项改革的意义，郝家镇党委书记
黄文卿这样形容。“我们一直说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那么到底由谁组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谁又在管理这个组织？”抛出问题后，黄
文卿详细地解释了一番。他认为，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定的标准不
够明确，这容易引发诸多矛盾纠纷，也影响农
村集体制度改革。在试点村成功改革的基础
上，今年，全镇27个村的改革如雨后春笋般，
呈现出勃勃生机。

“户籍随身走”也是改革带来的重大创
举。由于集体资产与村民收益权挂钩，成立的
合作社管理资产、资源、资金，即便户籍迁
走，但村民的股东证股权还在，村民完全可以
放心地把户籍迁走，其结果是村民变成股民和
产业工人，城镇化和并村过程加速。

“进城购房并不代表以后不能享受村集体
分红。”王沙村党支部书记王万鹏介绍，正在

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案翔实可行，
村民可以用土地、资产、实物等多种方式参股
村集体经济，尔后可以不定期享受村集体经济
带来的红利，“上楼的村民有了红利收入，生
活上就自然更从容一些。”

郝家镇根据各级节约集约用地、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等有关政策精神，结合当地的实际
情况，最终于去年的2月份开始实施了这一惠
民政策。记者从出台的文件上了解到，在郝家
镇，夫妻双方或一方为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且在本村有宅基地或具备宅基地分配资格
的村民都可以享受这一政策，而宅基地上建有
房产或拥有占用村集体土地房产的，镇政府将
对房产价值进行评估、预收购，也就是村民们
口中说的房屋拆迁补偿。

□记者 王晶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

大厅里，坐满了前来等候办理业务的人。在大
厅入口处，放置着办理各种业务需要携带的证
件与手续的公示牌，在柱子的架子上，也放置
着办理不同业务的流程说明手册。“现在，大
家来办理业务都会提前拿一份手册，查看自己
携带的证件是否齐全，并提前填好所需要的单
据，然后等着叫号去柜台办理就可以，大大节
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政务大厅相关负责
人王荣义告诉我们。

自2017年以来，东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按
照“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只跑一次、只到一
窗、只报一份”的理念和目标，从与群众和企
业生产生活关系最紧密的领域和事项做起，通
过优化办事流程、整合政务资源、融合线上线
下、借助新兴手段等方式，群众和企业到政府
办理“一件事情”（涉及多部门事项）在申请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时，从政府部门
受理申请到作出办理决定、形成办理结果的全
过程一次上门或零上门。

“以前大家来办理业务，都要先来询问需
要什么材料，有的好不容易排上队才发现携带
的证件不齐全，既浪费了工作人员的时间，也
浪费了前来办理业务的人的时间。”负责办理
股权冻结、解封的隋瑞云告诉记者。“现在大
家不用来回跑了，我们的效率也提高了，我们
大厅里的气氛也好了。”

“以前我来办理公积金提取很麻烦，有的
还需要复印件，银行卡还有限制，而且还不能
即时到账。有的时候为了一个简单的公积金提
取还需要到这儿到银行的跑上两三次。”前来
办理业务的高岑岑告诉记者，“现在可简单
了，只需要拿着原件，有一张四大行的银行卡
就行了，而且可以即时到账。”说着，高岑岑

的到账短信就过来了。
自2017年8月底对“只跑一次”事项办理开

始进行梳理，各部门将行政审批服务事项集约
至政务服务大厅，统一服务规范和运行模式，
杜绝体外循环、两头受理。在政务大厅设立
“只跑一次”受理专区，开展“一窗受理、集
成服务”，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共享、后台分类
限时办结、统一窗口出件送达。并且各部门要

充分整合办理业务需提报的所有审批要件，明
确要件的依据、种类、格式和必要性，除法律
法规明确要求，不允许出现兜底性要件材料。
对一件事、多部门、多事项重复提报的材料只
收一份，由牵头部门原件存档，其他部门需单
独立卷存档的由牵头部门提供加盖管委会审验
章的复印件，视同原件，实现服务对象交一
次、所需材料内部传。

同时依托“互联网+”融合网上网下政务
服务，大幅提高网上办事比例，全面推广“在
线咨询、网上申请、快递送达”办理模式。加
快推进公共数据整合和共享利用。运用移动客
户端、自助终端、微信平台等现代化信息服务
技术，开展提前一次告知、预审批、网上咨询
等服务，建立“三个一”网上评价、电子监察
体系，实现从“跑断腿”到“只跑一次”。

□李明 盖筱筱 孙志刚 报道
本报广饶讯 3月份，广饶县公安局丁庄派

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各金融机构开展安全检查
活动。检查中，检查民警重点对金融行业的营业
场所、ATM机、业务库、金库门、办公区、公
务配枪、值班记录、报警装置、监控设施、灭火
设备安防设施管理等情况进行实地检查，重点检
查人防、物防、技防、消防、制度防“五位一
体”建设是否落实，内部安全保卫制度是否健
全；技防、物防设施安装、运钞车车位布设、保
卫人员配置等情况，并现场检查监控设备，测试
报警系统；内部枪支弹药使用、管理情况；安全
防范宣传工作，要求金融机构采取多种方式开展
安全宣传，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防抢、防
盗、防骗常识。通过安全检查，全面消除了辖区
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各类安全隐患，进一步提高
了辖区金融单位的自防能力和员工的安全意识。

□周春亮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东营市垦利区油区工委去年帮

扶垦利街道西宋村以来，投资5万元为村委大院
“整容”，将村内党员活动室重新修缮，补充完
善各类制度档案、党员书籍，配齐配全办公设
施；投资17万元，升级改造60盏照明灯，有效解
决群众夜间出行难的问题。投资107万元，全面
完成翻修改造工程，有效改善雨天出行难问题。
结合乡村文明行动，通过彩绘漫画的形式对破、
旧、丑、脏的主道路两侧墙体进行美化，在清除
破壁残垣、过时陈旧的广告标语同时，以图文并
茂的方式宣传了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村容村貌得
到改善，乡村文明程度稳步提升。

□通讯员 付希红
记 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4月8日，东营市垦利区垦利街
道在辖区各社区开展了以“法律服务进社区，化
解纠纷到家门”的主题活动，让居民们享受了一
场法律知识的盛宴。

“平时接触这些法律知识的途径比较少，通
过这些小活动，让我们老年人了解了自身利益容
易受到侵害的几方面，懂得碰到类似情况的时
候，去哪儿解决。”和平社区居民侯先生在听完
法律志愿者的讲解后，收获满满。记者了解到，
本次活动将农民工、零就业家庭、残疾人、老年
人等列为重点服务对象，针对其不同特点提供个
性化、专业化服务，帮助他们依法就业、就医、
就学等方面的合法权益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法
律援助宣传，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不在学、无职
业、流浪乞讨青少年、服刑在教未成年子女、农
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帮助工作，在办案过程中密切
关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意见
和建议。

此次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中，垦利街道的律
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志愿者按照“一社区
一法律顾问”工作要求，深入到社区，将法律服
务延伸至小区群众工作中心，以减少和消除矛盾
纠纷为切入点，进行矛盾纠纷排查，让需要帮助
的群众快捷、方便地得到法律服务，对需要和符
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及时予以处理，促进形成了
依法有序表达诉求、及时有效解决问题的社会环
境，推动了社区规范化建设和依法管理的水平进
一步提升。

“我们还加强与民政、劳动等部门联系，调
查街道辖区内的低保户、‘五保户’、特困职
工、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中
由政府供养的人员以及靠抚恤金生活的人员情
况，建立经济困难人群数据库，制作并发放法律
服务便民联系卡，对他们的法律援助申请免除经
济审查，畅通法律援助申请渠道。”垦利街道司
法所相关负责人李茂生介绍。

结合活动开展，垦利街道还抓住当前影响社
会稳定的重点领域、突出矛盾，认真开展排查活
动，加强不安全、不和谐因素和重点人群的动态
排查和分析研判工作，全面掌握辖区社会不安定
因素的苗头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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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村合作让盐碱地变“聚宝盆”

产权变股权 农民变股东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统一政务服务规范和运行模式，杜绝体外循环、两头受理

到政府办事只跑一次

□王 晶 高松竹
郭建光 报道

3月 3 0日，“东营市
2018春季残疾人专场就业洽
谈会”在东营市新世纪人才
市场举行。此次洽谈会共有
71家企业参加，提供适合残
疾人的就业岗位300余个，
主要涉及手工制作、技术、
操作工、电话销售和服务人
员等岗位。本次招聘会共有
300余名残疾人及其亲属前
来应聘或咨询，通过双方选
择，初步统计有70余名残疾
人根据自身情况与企业达成
就业意向。

广饶开展金融机构
安全检查

帮扶村容换新颜

法律服务进社区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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