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李 娜

整洁的街道、清新的空气、碧水蓝天、绿
树成阴……这是初夏东平县城区给外来游客
的印象。“这座小城让人感觉惬意，真是一座
宜居之城。”来自北京的游客刘飞赞不绝口。

“近两年，我们借创建国家级卫生县城机
遇，对城市环卫实施深度保洁和智慧型管理，
打造了一批在全省叫得响的环卫品牌。”东平
县市政公用事业局副局长陈兆军说。

浮尘检测“以克论净”

每天清晨5点半，35岁的环卫工唐守花便
要出门上班。她随身带着捡拾夹、天平，还有
一个1米见方的木框。来到负责地段后，她随
机选择了一个1平方米区域，将木框铺在路
上，用刷子将浮尘扫进簸箕，然后将浮尘倒入
天平进行称重。

“这叫以克论净，也就是要求道路浮尘每
平方米不超过5克，人行道不超过10克，主要
道路可见垃圾停留时间不超过5分钟。”唐守

花对记者介绍。
2017年，东平县开始实施“以克论净、深

度清洁”举措，首次对城市环卫制定了量化考
核指标。这个听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今
却在东平城区成了事实。

“以克论净并非针对人工，是指机扫和冲
洗之后的道路。”该县环卫处副处长谢忠作了
进一步解释：“这就对我们的机械化程度提出
了更高要求。”为此，东平县投入1000余万元，
新增高压冲洗车、清扫车、压缩车、人力扫路
车等设备85辆，补齐了环卫设施的短板。同时
还新上高标准生态公厕20座，站厕一体式水
平垃圾压缩站4座。目前，东平城区洒水降尘
面积达200万平方米，道路保洁示范路已全部
达到标准，空气质量显著提升。

环卫车装上北斗系统

5月11日,在东平县环卫处数字平台，工作
人员正认真盯着电脑屏幕监控环卫车和垃圾
清运车的工作情况。谢忠随机点击了一辆清
运车,这辆车当天的行驶轨迹和停靠点便全部
显示出来。

“以前车辆开出去就很难监管，司机随便
转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谢忠介绍：“现在32
辆环卫车都安装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平台
可实时监控。车辆走了哪条路，停留了多久，
都一目了然。而且我们对司机工资采用‘底薪
加绩效’的计发方式，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
这个定位系统也方便我们进行考核。”

最近，负责城区平湖路北段的“路段长”
苏燕兰有了新装备——— 一块外形充满“科技
感”的手表。“这可不是普通的手表，里面连着
卫星呢！俺在哪里干活、巡查了几遍，它都能
传到数字平台上去。要是哪个路段发生突发
情况，就能立马通知我们赶过去，用着真方
便。”苏燕兰对这个新装备的功能如数家珍。

给环卫车装上卫星定位，给环卫工配上
智能手表，这些都只是东平县打造智慧环卫
的一个缩影。目前，智慧环卫的平台还在不断
改进和升级，未来的东平环卫将实现规划更
科学、管理更精细。

队伍里出了位省劳模

55岁的焦恩岭是东平县一名普通环卫工

人，她22年如一日，寒冬酷暑坚守岗位，并多
次拾金不昧。在辛苦工作之余，她还常年悉心
照顾年迈的婆婆。今年，她荣获“齐鲁最美环
卫工”和“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成为环卫工
们的骄傲，更成为东平环卫的“金品牌”。

同样让东平环卫出彩的还有一支享誉社
会的“飞虎队”。这是该县在创建卫生城间成
立的环卫“快速反应部队”，由30名素质高、能
力强的年轻环卫工人组成。他们骑着电动车，
佩戴着标识，在所属片区来回巡查，不仅负责
捡拾瞬间垃圾，还要同时处理突发事件。反应
迅速和效率之高，如同开启了“飞行模式”。

辛勤的付出换来社会的尊重和回报。从
去年开始，东平县启动实施了“爱心早餐·情
暖环卫”行动，得到了全社会的热烈响应。截
至目前，该县329名环卫工人全都吃上了免费
的爱心早餐。

今年“五一”期间，泰安市委副书记、东平
县委书记张涛专程慰问了环卫工人，对他们
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同时给予鼓励：“咱们
县的城市清洁和环境美化还需要大家继续发
扬无私奉献的精神，扎扎实实、再接再厉地干
下去，让东平更美丽、让群众更满意。”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清松 浩莹 报道
本报临邑讯 “扶贫项目退库虽然可

惜，但生态红线不可逾越。”5月15日，临
邑县邢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志祥介绍，办
事处南北庄村依托一家食品公司申报的小尾
寒羊养殖项目，纳入了县级扶贫项目储备库，
但因达不到新的环评要求，今年不得不从项
目库中退出。

临邑县在产业扶贫工作中，经过探索逐
步形成了“两库三审”的产业扶贫项目评审制
度，即建设项目库、专家库，实施乡镇初审、专
家会审、县级终审。目前，该县专家库有评审

专家65名，项目库有产业扶贫项目191个。
每个项目上马前，都严格执行“三级联

审”程序，对项目发展前景、市场风险、政策依
据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2016年试点以来，临
邑县共组织项目评审会113次，组织审定会22
次，有83个项目顺利通过，32个项目遭遇“下
马”。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土地、环保等政策
因素或质量、效益等其他因素；有个别扶贫项
目前后经过6次调整，方案才获得通过。“经过
严格评审，储备了一批质量相对较高的项目，
让项目等资金，提高了扶贫资金使用效率；项
目建设运营也能少走弯路，确保扶贫资金能
发挥出最大效益。”临邑县扶贫办公室主任马

太廷对记者说。
临邑还建立项目库动态管理机制，总量

控制、灵活调整。原则上，项目库存量不超过
200个，择优纳入、末位淘汰。已入库项目按照
已建、新建、在建、拟建、待建区分管理，常年
筛选、滚动储备。自项目入库起，连续2年内如
不能组织实施，申报单位需要提交说明；不符
合政策、市场前景不明朗的项目，经评定作退
库处理。

“两库三审”让项目保险系数大大增加。
临南镇李佛头村党支书李宪华介绍，李佛头
村“沉睡资源聚合经济”项目2017年4月通过评
议、公示等程序纳入项目库，经评审后立项，

投入273万元整理闲散土地178亩，发展旱藕、
竹子与葡萄种植。贫困户李清贵说，他已从该
项目获得分红1000多元，年收入约6000元。目
前，该项目已带动21户29名贫困户脱贫。

两年来，一批符合国家政策、着眼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扶贫项目上马，收益逐步
显现。宿安乡引进社会资本建成啟丰农场，带
动省级贫困村邢仙龙村等周边村土地流转
8000余亩，提供灵活就业岗位1200余个。2016
年以来，该县累计实施80个产业扶贫项目，总
投资5100余万元，2017年实现项目收益580万
元，带动全县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人均年增收
600余元。

32个扶贫项目为何“下马”？
临邑：“两库三审”评审制确保扶贫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环境更美丽 群众更满意

东平环卫走向“智慧+精细”

□记者 杜辉升 高华超 报道
本报日照讯 5月9日，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海洋与

渔业局执法人员，来到日照富良水产育苗有限公司进行水
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并现场随机抽取了该公司养殖场的梭
子蟹苗种样品。随后，样品被送到附近的水产品药残快速
检测室，3个小时后，检测结果显示均合格。

工作人员介绍说，以往水产品普通检测需要十几天才
能出结果，有时候水产品即使检出问题，但很有可能已经
被端上了餐桌。为此，从2014年开始，作为日照市重要的
水产育苗和养殖基地，山海天设立了水产品质量安全基层
监管办公室和水产品药残快速检测室，细化水产养殖生产
过程、药品使用、产品销售、投入品采购、产品检测等五
项记录，从源头抓起，实现全程可追溯。为加强管理，将辖
区沿海水产养殖集中区和渔业村划分为7个片区，在每个片
区统一建设水产品质量安全基层监管办公室和水产品药残
快速检测室。一旦在抽检中发现水产品主要违禁添加药物，
他们会把样品送到第三方权威检测中心进行复检。出现问
题的企业将被列入“黑名单”。去年，山海天共成立“水
产品药残快检室”15处，完成了120个样品的检测工作。

日照山海天建起

15处水产品药残快检室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许永飞 解学刚 报道
本报冠县讯 “县人社局推出的手机养老保险认证方

式，真是太方便了。像我这样常年居住在外地的退休老
人，在家用手机拍下身份证，再录一段小视频就可以完成
认证，再也不用奔波了。”5月17日，在聊城市区居住的
冠县籍退休人员张女士，通过手机冠县养老保险认证程
序，顺利完成了认证。

为减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在认证期间的奔波，自
今年5月10日起，冠县在将全部认证工作下沉到基层人社
所办理的基础上，委托经办银行和软件开发公司，专门开
发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手机小程序，在聊城市率
先实现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手机微信认证“新模式”。
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不出家门”就能认证，有效化解
了群众难题。目前，该县城乡居民、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等三类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工作在同一时间
段、分层次集中开展，7天内就认证了7万人左右。

冠县开启养老保险

手机认证模式

□记者 杜辉升 纪伟
通讯员 辛有东 吕凤臣 报道
本报莒县讯 初夏，莒县桑园镇北部，

绵延几公里的山间小路旁挂满了彩色小旗，
一直延伸至芦家河村村口。该村的莲生湖游
钓园即将举行莒县第二届玉兰花节暨“老家
物语”特色产品展销会。负责运营莲生湖游钓
园的日照莲生湖生态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员

工，正在进行舞台搭建等准备工作。
“目前公司共有100余名员工，全部是芦

家河村村民，这个数量也是这个村所有适龄
劳动人口的数量。自从成立了公司发展乡村
旅游，芦家河村一个农民都没有了。”日照莲
生湖生态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孙启云说。

据了解，自2009年开始，芦家河村党支书
潘为亭带领村民成立了淡水养殖基地和林果

苗木基地，实现了特色产业的集约化发展、专
业化管理和企业化经营。“去年我们举办首届
玉兰花节的时候，三天时间接待了周边区县
12万人次的游客，这极大激发了我们在芦家
河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信心。”孙启云说。

去年，芦家河村的莲生湖游钓园由村集
体所有制改为了村民股权+村集体资产+社会
资本的股份制，成立了日照莲生湖生态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村民手中90%的土地流转出来
入股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去年年底时，全村共
700余名村民拿到了每亩1000元的土地分红。

步入产业化运营阶段后，日照莲生湖生
态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园区内规划了休闲垂
钓区、高档园林观赏区、休闲采摘区、水上
娱乐项目体验区、儿童游乐区等，园区总面积
达2500亩，其中水面面积300亩，林木覆盖率达
到56%。今年，公司还规划了玉兰花节、桃花
节、金银花采摘节、儿童摸鱼节、有机黄桃品
鉴会、暑期研学营、果蔬采摘游园会、帐篷音
乐节、中秋国庆民俗节、冬捕节、年货大街等
四季分明的特色活动。

芦家河村民转岗记

□通讯员 任颜颜 报道
本报兰陵讯 日前，中科院以宋振骐院士为核心的团

队与位于兰陵县尚岩镇的山东金玺泰矿业有限公司签约，
在矿山安全高效开采关键技术与智能装备技术研究应用领
域共建院士工作站。

尚岩镇矿区面积近20平方公里，探明铁矿石储量5亿
吨，石英石储量3亿吨，但部分工业项目仍处于产业链
中、低端。当地依托西部矿业循环经济产业园，推动原有
项目、企业招才引智提质增效。目前，山东国铭球墨铸管
有限公司与北京交通大学合作课题进展顺利，当地企业借
助外脑的余热发电项目以及尾砂利用项目都在技术创新上
实现了突破。尚岩镇还依托惠东现代农业示范园、山东君
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重点农业项目，加强与高校、
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乡村振兴。目前已
投资1亿元，建成占地1000亩的惠东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打造电商平台，培植订单农业，形成种植、加工、销售及
物流配送一体的产业链。

兰陵尚岩镇

借外脑助推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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