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全国 刘清海

4月28日上午，寿光市洛城街道冯家尧
河村，村“两委”成员商议美丽乡村建设。
“马上动工干起来，这事成了。”冯家尧河
村党支部书记杨万友说。而在2个月前，杨
万友还在为资金发愁。冯家尧河村基本没有
集体收入，打算发动村民捐款，却没有村民
响应。

“不少村民说，很多人欠着村集体的钱
不还。我们干嘛捐啊？”杨万友说。

寿光农村集体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集体土
地承包费，但部分村民租赁村集体土地却不
交钱。还有不少村人地矛盾没解决好，导致
村集体与村民间账目不清，承包费收不上
来。与此同时，有些村存在侵占、乱占宅基
地现象，部分人家建起新房子，旧房子却不
拆。

“解不开‘老疙瘩’，百姓心里不平
衡，干部难以放开手脚，导致村中各项工作
不能顺畅开展。”洛城街道办事处主任李秀
欣说。

在冯家尧河村干了31年文书的董炳德翻
出账本，逐一核实账目，村内377户人家，
尾欠涉及102户。张榜公布后，101户缴清欠
款，1户签订还款协议。在随后发动的美丽
乡村捐款中，冯家尧河村村民共计捐款72万
元。

今年，寿光开展农村综合治理工作，纪

台镇作为试点，洛城街道紧随其后。
据介绍，刚开展工作时，困难重重。不

少村民或明或暗地告诉村干部，“如果你清
我的账，我下次就不选你。”有村干部直
言：“这是得罪人的事，以后怎么在村里
混。”

纪台镇寨子村共有380户村民，有267户
欠村集体承包费。寨子村党支部书记潘福兴
曾提出辞职。“作为党员干部，关键时候必

须顶上。有市里的综治工作组和镇党委帮
着，你大胆干就行。办法和方案，我们一起
商量。”纪台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李兰娟对
潘福兴说。

潘福兴召开了村“两委”会议，梳理了
全部应该解决的问题。寿光市综治工作组四
组全体成员、包片领导、总支书记和寨子村
一块商讨了工作方案。

宣传、走访、摸排，征收。4月15日，

寨子村收齐了267户的110多万元欠款。村里
有一户人家，主动全额缴纳21年的4000余元
的承包费。一户困难家庭，借钱还上村里
3000多元的承包费。

“公开、公平、公正处理问题，老百姓都认
账，村干部的威信也提高了。”潘福兴说。

目前，纪台镇的综合治理工作进入收尾
阶段。截至4月28日，该镇共整改多占、侵
占宅基地924处，征收尾欠5439户2698 . 8万
元，72个村全部完成农业用电规范化管理。
洛城街道共完成79个村的综合治理，收缴尾
欠1917 . 4万元，整改多占、侵占宅基地124
处，拆除违法建设190余处。

纪台镇党委书记刘玉玲认为，农村综合
治理能够解开“硬疙瘩”，关键是寿光市委
市政府自上而下形成了推动综合整治的“大
气候”“大环境”，达到了“村影响村、户
影响户”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本着“成果共享、惠及群众”
的原则，洛城街道、纪台镇各村制订了资金
使用方案。对收取的资金，纪台镇寨子村一
部分用于人口地找补，一部分用于村内的老
旧线路改造、美化绿化等工作。洛城街道西高
湛村将涉及133户96万余元的历史尾欠清缴
完后，计划一部分资金用于兑现村集体欠村
民的尾款，其余用于美丽乡村建设再提升。

“通过综合治理，我们彻底解决了各村
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铺平了道路。”洛城街道党工委
书记步宪群说。

欠集体的土地承包费要还，多占的宅基地得整改———

寿光：农村综合治理解开“硬疙瘩”

□记者 彭 辉
通讯员 焦真伍 侯玲蔚 报道
本报威海讯 4月26日，浪潮“一带一

路”国家云服务运营中心在威海正式启动，同
日，威海服务贸易产业园也正式开工建设。

2016年2月份，威海市成为全国10个城
市、5个区域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之
一，是我省唯一入选城市，也是唯一的地级
城市。抓住这一扩大对外开放、推进动能转
换的重大机遇，威海在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
建设服务贸易产业园，成为所有试点城市中
唯一一个建设实体园区的城市。

服务贸易产业园占地516亩，是威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中心区域最后一块“黄金地段”，
距离海滩不到1公里，早先已规划为商业用
地，很多房地产企业垂涎三尺，土地拍卖估价
超过30亿元。“建设产业园，就等于舍弃了30
亿元的财政收入，同时我们还要投入65亿元
建设资金。尽管短期看舍弃了一笔可观的财
政收入，但不论是威海市还是开发区的领导
都认为，把最后一块‘黄金地段’留给动能转
换，非常值！”负责产业园建设的威海智慧谷
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军说。目前，这个
地块已更改为工业用地，区域内的28家传统

企业将逐步迁出，园区建设也全面铺开。
威海服务贸易产业园重点发展服务外

包、电子商务、信息与通信技术等产业，着
力打造立足威海、辐射东北亚的千亿级产业
集群。园区在推进基础建设的同时，还为进
驻企业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以及政务
服务，与40余家高校与机构建立了合作关
系，向园区进驻企业输送了80余名员工。为
方便企业进驻，产业园先期购买了一座“智
慧大厦”供落户企业使用，目前已引进软银
全球外包软件园、浪潮“一带一路”国家云
服务运营中心等18个高科技项目。软银是进

驻园区的第一个项目，总投资1 . 5亿美元，
打造全球外包软件园。浪潮集团新成立的海
外事业中国总部落户园区，在这里打造“一
带一路”国家云服务运营中心，向沿线国家
输送产品、技术、基础设施以及信息化建设
运营方案等，项目预计5年服务贸易出口额
达到15亿美元，带动地方出口额20亿美元。

威海开发区还制定出台了园区专项扶持
政策，将聘请北京中关村专业机构对园区进
行产业导入式规划，实现园区产业定位、建
设和招商同步对接，今年力争引进20多个项
目落户。

舍弃30亿，再投65亿建设服务贸易产业园，威海开发区———

最后一块黄金地段留给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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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姜言明 曹儒峰 通讯员 张强 王红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泰安市泰山区上高街道办事处魏家

庄村70岁的贫困户孙淑华主动退出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当
地传为佳话。自从搭上“脱贫攻坚”顺风车，孙老太老年生活有
了保障。“我现在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孙女。再说现在各种保障
这么多，也没啥担忧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孙老太说。

孙老太老伴去世得早，儿子和儿媳妇离婚，儿子抑郁而
终，孙女那时才13岁，从此，祖孙俩相依为命。

2016年孙淑华被纳入村里贫困户，享受到了一系列扶贫
政策，包保单位、村两委、爱心人士等纷纷来到她家，带来
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和救助资金，生活有了一定改善。

在扶贫大好环境支持下，倔强要强的孙老太一心想凭借
自己的“技术”脱贫致富。她懂得一些草莓种植和管理技术，也
有过多年草莓管理经验。恰逢魏家庄村确定了依托村里园区、
以产业项目带动贫困户就业的路子。经过沟通，村里为孙淑华
提供了草莓大棚农作物养护与管理工作。

从那以后，孙老太的生活有了一定改善，每个月基本工
资加提成能拿到1500元，加之承包的一个草莓大棚，年底还
有分红。魏家庄村每年给孙淑华缴纳城镇医疗、银龄安康保
险，每季度给孙淑华发放400元老龄补贴，每年老年节发放200
元慰问金。此外，孙淑华每年得到自留地钱300元，口粮田补贴
4000元。这样算下来孙老太每年能有2万多元的固定收入。

自去年9月份以来，孙淑华就开始忙了起来，草莓栽
植、除虫害、放蜂采蜜、旅游采摘、市场供销，为的是在
2018年的草莓采摘季能有个好收成。

倔强孙老太

主动摘掉“贫困帽”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王晓萌 陈雷 报道
本报微山讯 5月6日，2018中国（微山）第二届国际微

子文化节在微山岛景区开幕。
记者了解到，殷微子是“殷商三仁”之首，他忠于国

家、忠于人民的家国情怀，至今启示后人，激励来人。开幕
式上举办了祭祀微子典礼、拜谒微子陵、台湾钟氏“微子纪
念碑”揭碑庆典等活动，同时台湾钟氏宗亲由59名代表台湾
17万钟氏宗亲前来拜谒先祖微子公。

第二届国际微子文化节开幕

□记者 毛鑫鑫 王洪涛
通讯员 刘国伟 周 彬 报道
本报郯城讯 首届中国（郯城）大学生新动能创新创业大

赛将于5月29日—31日举办。活动将通过以赛代评的方式，集
中扶持一批科技含量高、商业模式新、发展前景好的新动能项
目，为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提供强大人才支撑。

据了解，大赛以“新智汇·新动能·新经济”为主题，围绕
省、市新旧动能转换重点产业发展需要，聚焦“四新”，从全省
规划的“十强产业”中选取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医
养健康、现代高效农业4类作为比赛项目。“我们要吸引来新技
术、新产业，以创新驱动引领新旧动能转换。通过大赛尽可能
多的、实实在在帮助一部分创新创业人才项目，提升创新创业
人员的成功率，形成共同帮扶创新创业大环境。”大赛组委会
主任，郯城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苗运全说。

郯城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扶持新动能项目

广告

□刘清海 报道
在寿光市农村综合治理中，洛城街道吕家尧河村村干部和村民核对村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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