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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何悦东

最近一段时间，83岁的蒋同禄老人经常笑
容满面。他没有想到，这次农村综合治理的成
效这么好这么快，既解决了自己36年的难题，
又解开了邻里之间的心结。

蒋同禄是寿光市稻田镇陶前村人。1982
年，他盖房子时，东邻蒋景亮的房子是按老
规划盖的，当时没有拆除。在宅基地紧张的
情况下，他只好将就着盖起了4间房子，这
样，东邻的一间房子在他家的院子里。自家
的院子不能完整地建起来，还影响采光，成
了堵在蒋同禄心头的心病。受宅基地问题困
扰的，还有后邻蒋世奎。蒋世奎想在蒋景亮
临大街的宅基地上盖房子，蒋景亮却一直没有
搬迁的打算。这样，3户人家一直“顶牛”30
多年。

在详细了解这3户的遗留问题后，寿光
市、镇、村三级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决定
先从蒋世奎和蒋景亮之间入手解决问题。一次

次洽谈，从农村综合治理的大形势讲到“远亲
不如近邻”的邻里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最终两人同意了方案。蒋世奎拆除蒋景亮的老
房子盖新房，蒋世奎的老房子归蒋景亮所有。
横在蒋同禄院子里的房子拆除了，他计划在南
院墙那里盖上偏房。蒋世奎盼了多年的新房子
已近完工。他说：“多年的难题解决了，邻里
也和睦了，我们很满意。”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
既决定着农村社会能否和谐安定，也关系着乡
村建设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潍坊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孙起生说，随着城镇
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正
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改善
和创新乡村治理机制，让农村社会管理跟上经
济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成为当务之急。全
市政法系统深入开展基层基础年活动，通过
部署开展农村综合治理，对影响农村发展和
稳定的突出矛盾问题实行集中攻坚整治，着
力清除发展障碍，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进一
步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在农村综合治理过程中，潍坊市深入分析
研判，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
题，本着“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
题；工作短板在哪里，就重点聚焦发力哪里”
的原则，推行“全面摸排、综合施治、重点打
击、建章立制”四步工作法，瞄准多年来遗留
的老问题、老矛盾，特别是影响群众利益、造
成群众之间疙疙瘩瘩的问题，力争彻底解决。
他们注重抓早抓小，搞好“四个结合”，即把
农村综合治理工作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
来，与健全完善村级治理长效机制结合起来，
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与提升群众安
全感满意度结合起来，形成了“党建引领、群
众参与、多元共治、长效治理”的乡村治理新
格局。

一个村情一套方案，一个户情一个办法，
同类问题一个标准。潍坊市综合运用行政、法
律、政策、经济等手段以及教育、协商、疏导
等方法，精准研判，深挖打击，聚焦重点难点
问题根源，对霸痞势力、“钉子户”“茬子
头”等各类歪风邪气重拳出击，依法依规解

决。为更好地实现治理效果，两级政法委牵
头，从监委、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国
土等20多个有关部门抽调业务能力强、法治意
识强、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组成农村综合
治理工作组，配合镇街党委开展工作，其他有
关部门全程配合，同时邀请律师、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农村“五老”、新乡贤等社会力量
加入，实现了“四级联动、社会协同、全民共
治”。

孙起生说，全市农村综合治理提升了农村
自治能力，化解了矛盾问题，营造了良好法治
生态。据不完全统计，仅寿光市在农村综合
治理中就刑事拘留207人，治安拘留163人，
化解信访问题290件，为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可靠保障。在综合治理
基础上，潍坊市立足各村实际，找准发展路
子，增加集体收入，加大对农村扶贫、道
路、供电、供水、游园、绿化等公益性事业投
入，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共享综合治理成
果，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良性循
环。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刘泰铭

7月17日，记者走进位于潍河西岸的峡山
区王家庄街道大双沟头村，樱花、核桃、冬
青、对节白蜡夹道相迎，峡山湖吹来的空气温
润清新，裹带着阵阵鸟语花香。而原先，村里
杂乱无章、道路绿化参差不齐，废弃的土坯房
基、草堆柴垛随处可见，水塘就是垃圾场。

村庄的改变得益于从去年11月峡山区实施
的全域生态提升工程。如何全域生态提升？大
双沟头村党支部书记李强与潍坊市委办公室驻
该村第一书记王太东商议，村庄闲散场院多，
利用上级补助资金，围绕着空闲场院做文章，
通过绿化让村庄面貌得以改变。于是，在有关
政策的指导和支持下，经过帮扶组和村民的不
懈努力，村子由原来的“脏、乱、差”，变成
了生态优美的现代宜居新农村。

“以前村里有大大小小27个空场，都堆满
了秸秆、柴垛，杂乱无章，非常难看。”走在
村道上，王太东指着道路两旁说，很多村民没
有改变以前烧柴形成的老习惯，不管有用没有

用，有柴禾就往家里拾，秸秆也从田里拉回
来，堆在房屋外。王太东、李强召集村班子成
员开会讨论，把所有空场的清理工作都分给村
干部包靠，挨家挨户做工作。不到3个月的时
间，一个个闲置空场都变成了“小树林”，靠
近路基的地方栽植樱花、冬青等绿化树木，高
低错落，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口袋公园”。

站在一处空闲场地，王太东与李强商议
道：“抓紧把杂草清理好，腾出空间来，等到
施工队进驻，才能迅速施工，咱的公园和健身
广场才能早日建成使用。”记者了解到，这是
一处近3亩的空闲场地，长期闲置后杂草丛
生，村里利用上级的45万元资金建设公园与健
身广场，目前已经完成招标程序，待汛期结束
后，就开始施工。

据了解，大双沟头村有很多常年在外工作
的村民，有些甚至户口已经迁出，但是在村里
的旧宅基地都还保留着，有的还是土坯房屋已
是破败不堪。该村两委成员主动分工包靠，自
己搭上路费，到潍坊、青岛、济南等地，找到
旧宅基地的主人，反复做工作。最终，村里没
有付出一分钱的代价，所有旧宅基地全部收

回，改造成了绿地。其中，一处较大的院子种
上了70棵两年生的核桃树。

与此同时，大双沟头村集体出资，村干部
带头，对该村沟塘里的垃圾进行了打捞和清
运，河道和排水设施全部疏浚，两侧栽上了垂
柳。“由于没有监管，很多村民还是习惯将生
活垃圾往附近的沟塘里面倒，时间一久，垃圾
就成堆了。这次清理后，我们对村民进行了宣
传教育，将环境卫生和门前三包作为重要内容
纳入‘村规民约’，规范和约束村民行为，让
‘爱清洁、讲卫生’成为习惯，大家都意识到
好环境对村庄的重要性了。”李强说。

“像大双沟头这样的村内空场‘清零’
村，王家庄街道还有23个，这些都是第一步的
试点村，现在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下一步要在
街道范围内全部推开，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
大亮点。”王家庄街道林业站站长曹永波说。

峡山区全域生态提升工作开展半年多来，
王家庄街道新发展白蜡、杨树等苗木基地，以
及栽植猕猴桃、红冠蜜桃、葡萄、大樱桃、核
桃等经济林带共计1 . 2万亩，其中大樱桃、红
冠蜜桃已经形成近3000亩的规模，并配套有专

业合作社、采摘园、农家乐。
按照计划，王家庄街道3年内将全域新增

绿化面积3万亩。其中环湖路沿线新增7000
亩，景黄路两侧新增5000亩，浯河沿岸新增
3000亩，渠河沿岸新增2000亩，盖公山、清宫
埠周边新增2000亩，大圈、西孙孟等村新增果
品2000亩，湿地林场新增2000亩，其余各村新
增绿化7000亩；全民义务植树12万株。

在前邢戈村，300亩土地流转后已经栽上了
樱花、紫叶李、木槿、国槐等绿化苗木，如今已是
一片欣欣向荣态势。村党支部书记孙华介绍，由
于村子缺水，农民种地多靠天吃饭，不少村民宁
愿外出打工也不愿种地，导致土地流转费用很
低，“这些土地每年每亩的流转费用是350元，目
前已经种植了约20余种苗木，我们村部分村民
在这里打工，每天报酬100元。”

“街道中部的山岭薄地因地制宜地规划了
黄桃种植基地8000亩，年初以来已经栽种了
3000亩左右。我们不但要种，还要在街道扶植
两家大型配套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提高附
加值，当好新旧动能转换和乡村振兴的排头
兵。”曹永波说。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于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集装箱班轮“开平”轮抵

达潍坊港。从开始装卸到离港，一共用了不到3个
小时。合德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王仁明告诉记者：
“多亏了潍坊海关的便利政策，不仅节约了集货时
间，也大大提高了装卸效率，极大缩短了集装箱船
舶在泊时间。”

据潍坊海关统计，2018年上半年，潍坊港外贸
集装箱业务累计首次突破1万标箱，完成吞吐量
1 . 28万标箱，同比增长3 . 8倍。近年来，潍坊港外贸
集装箱业务发展迅猛，潍坊海关主动作为，立足服
务优化，提升监管效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助推潍
坊港外贸集装箱业务发展。通过与船舶公司沟通联
系，及时掌握船舶动态，提前办理集装箱船舶装卸
手续，提高装卸效率；建立周末及节假日预约加值
班制度，组织值班关员及时到港查验，缩短集装箱
滞港时间；充分发挥H986设备作用，大型集装箱
优先进行机检，提升查验效率，为集装箱快速通关
提供绿色通道。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潍坊肉鸡产业联盟成立。

该联盟成立，标志着潍坊肉鸡区域品牌创建有了实
施主体，意味着潍坊肉鸡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正式启
动，潍坊肉鸡产业将进入转型升级、绿色高质量发
展、品牌建设的新时代。

潍坊肉鸡产业联盟成员集合了全市64家屠宰企
业、12家兽药企业、28家饲料企业、157家养殖户
和4家第三方检测机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潍坊肉
鸡产业联盟章程(草案)，并全票通过领导班子名
单，山东新和盛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卫东任
会长，另有20名企业主要负责人任副会长。

据悉，潍坊市将通过制订区域品牌标准，建立
质量追溯体系，加强区域品牌认证等举措，建设潍
坊肉鸡区域公用品牌，提升企业竞争力。

广告

潍坊市农村综合治理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36年“顶牛”，一朝解开难题

24个村庄实现“空场清零”
——— 峡山区王家庄街道实施全域生态提升工程

上半年潍坊港外贸

集装箱业务

突破1万标箱

潍坊成立肉鸡产业联盟

□记者 张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3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九十七周年书画展暨潍坊市老干部书画研究会揭牌
仪式在潍坊市老年大学举行。潍坊市老干部书画研
究会的成立，为离退休干部和书画爱好者创造了一
个书画学习、创作、研究的良好平台。

老干部书画研究会成立

□记 者 冯砚农
通讯员 郎益群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坊子区有铸造企业168家，
占全潍坊市总数的1/3，一度是主导产业和纳
税大户。但由于传统铸造业聚集差、技术落
后、经营粗放，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
制约着新旧动能转换进程，迫切需要转型升
级。对此，坊子区委区政府通过对标学习江
苏溧阳市先进经验，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猛药
去疴，开出了加快传统铸造企业转型升级的
三剂“药方”。

政策引导助力产业升级。坊子区借鉴溧
阳经验，突出政策引导，加快传统铸造产业
转型升级。狠抓“散乱污”企业整治。对168
家铸造企业全部关停整顿，制定第三方评估

政策，对评估不达标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
提升精准服务水平。成立坊子区铸造行

业协会，并成功加入中国铸造协会，先后3次
邀请中国铸造协会专家为企业把脉诊断，为
企业改造升级提供立项把关和评审服务。推
广使用新材料、新技术。引进铸造废砂再生
利用项目，推动全区铸造产业实现固体废弃
物零排放；鼓励企业采用环保砂、铸元素、
再生砂等节能环保新材料、新技术，助推企
业绿色发展。

坊子区学习溧阳打造绿色铸造小镇的先
进做法，以现有的产业布局为基础，打造1个
绿色铸造小镇，降低企业搬迁成本，构建产
城融合新模式并积极申报“中国绿色铸造小
镇”。以鼎梁智能消防产业为基础，规划建

设1个占地1000亩的市政装备产业园，涵盖科
技研发、生产制造、交易市场、实训培训及
智能消防体验等功能，打造国内消防行业专
业化、智能化园区；鼓励宝龙、盛龙等4家企
业联合抱团发展，规划建设1个精密铸造产业
园，推动产业集约化发展。

坊子区坚持“创新、绿色、共享”发展
思路，通过“政府+科研机构+龙头企业+铸造
协会”实体性合作模式，提供人才、技术及
装备支撑，实现高产出、低排放的绿色化智
能化转型发展。5月14日，潍坊裕川机械有限
公司、山东鼎梁智能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分别
荣获第三届中国铸造行业铸铁分行业和铸管
及管件分行业排头兵称号，全区铸造企业转
型升级之路迈出了重要一步。

坊子：“三剂药方”助力铸造业转型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申燕祥 报道

7月10日，在昌乐县国有孤山林场孤山东

坡，一场急雨刚过，昌乐县林业系统的50多名干

部职工就忙碌起来，他们每人用肩扛着在山下装

好的土步行运往山顶，带着工具和树苗开展雨季

造林。“因为山上都是石头，没有适宜苗木成活

的土质，并且山顶坡陡路窄，车和机械上不去，

只能靠人力。”孤山林场副场长潘守春说。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全国工会经审干部培

训班在河北举办，培训班上，潍坊市就推进工
会经审工作信息化平台建设情况作会议发言交
流。去年以来，潍坊市总工会经审会主动适应
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以加强工会经审工
作规范化建设为主线，以提高经审信息化管理
水平为目标，开发建设了工会经审工作信息化
管理平台系统，取得了良好效果。

针对潍坊市工会经审信息化建设相对滞
后、职能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的现状，潍坊市
在全省率先开发建设了潍坊市工会经审工作信
息化管理平台。到目前为止，全市上线运行单
位512家。2019年，全面推广使用，基本实现
平台系统全覆盖。平台启动一年来，系统运行
平稳，工作效率明显加快，规范化建设质量得
到有效提升，初步实现了经审工作全域网络化
管理的预期目标。

潍坊开发建设

工会经审工作信息化

管理平台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刘以龙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全省国有林场改革验

收培训班在潍坊市举行，旨在进一步做好国有
林场改革验收工作，加快推进改革政策措施的
全面落地。潍坊市在国有林场改革方面成效显
著，共有9处国有林场，经营总面积17 . 44万
亩，有林地面积17 . 11万亩。

潍坊国有林场经营

总面积达17 . 44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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