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线电话：（0536）8789199 Email：dzrbwfxw@126 .com 19寿光·视点2018年8月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蓬基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郝昆仑

“多亏这次农村综合治理行动，还了我过世
的老伴一个清白。”寿光稻田镇稻庄一村村民杨
俊美说。

原来，杨俊美的老伴宋金川2000年至2009年
担任稻庄一村党支部书记。2009年宋金川因车祸
突然去世，有些账目未来得及交代，个别村民对
账目存在异议。在稻田镇实施的综合治理过程
中，杨俊美拿出了老伴留下的账。在对账过程
中，当时的“两委”成员、证人详细理顺了宋金
川留下的老账本，条款清晰，账目明确，资金没
有任何问题。

“别人没有闲言碎语了，压在我心头的大石
头终于放下了。”杨俊美说。

在综合治理过程中，稻田镇解决了众多历史
遗留问题、难题。

稻田镇阁上村解决了存在25年的人地矛盾。
阁上村自1993年起就没有进行过土地调整，随着
村班子的不断换届,部分土地在个人之间不断倒
手 ,土地底子不清、合同不理顺、承包时间不
明、账目混乱等问题特别突出，有的户3口人种5
口人的地，有的户9口人却没有一分地。

“人地矛盾解决不好,乡村发展和稳定就无
从谈起。”阁上村党支部书记韩永说。

有一次，村里想架设一条新电线增强电力供
应，电业部门规划了线路要新增5根电线杆，但
在协调电线杆埋设地时，却没有一户村民同意用
他们的地，造成新线路没有架成。

鉴于村中的地都种着大棚，阁上村决定用钱
补地。阁上村先后召开20多次党员会和村民代表
会议确定找补方案，并由135名党员和村民代
表，对找补方案中拟定的三个找补标准和可享受
分地的村民标准进行投票，现场唱票公布，最终
确定每亩按923元进行找补，并定下“土地一年
一找补、五年一调资”的规定。

随后，阁上村村里组建由党员、村民代表、
德高望重村民组成的找补工作组,负责对全村土
地重新丈量，扣除村集体发展用地后，全部平均
到每个村民身上。然后，按户为单位计算，占地
多的户，就把多出来的地，按每亩923元的标准
上缴村委，由村委按照同等标准贴补给少地或没
地的村民。

原计划三天收齐的土地找补款，结果一天就
全部交齐。其后，阁上村完成多占宅基地、社会
抚养费收缴、农业用电改造等多个问题。

寿光市乡村综合治理工作组副组长张泮彩
说，开展综合治理，既是一次以问题为导向，对
农村“疑难杂症”的大治疗、大检修，又是一次
理顺乡村关系，化解乡村矛盾，为乡村振兴夯实
基础的具体实践。

5月28日，稻田镇兴隆村一废弃宅基地槐
树、梧桐全被清除。

“这些树木不在规划区内，侵占了大部分的
道路，村民出行极不方便，经过和村民协商，这
些树木全部清除了。”兴隆村党支部委员刘瑞昌
说。

综合治理过程中，兴隆村经过 召开“两
委”会、党员会、村民代表会，梳理出未在规划
区内、占据了街巷的房屋有8处，现已全部拆
除。在规划范围内但属于多占宅基地的，实行有
偿使用，按每年每平方米1 . 657元的标准收取。
在该村另一处拆迁现场，一处老房子因为不在规
划区内、占据道路被拆除。

今年6月2日当天，稻田镇毕家村收取60多万
元尾欠。毕家村村民董守华按照村里发放的明白
纸，交上了自己的尾欠和承包费1万多元。

毕家村120多户，480口人，紧邻纪台镇同兴
村。听说同兴村一天收了尾欠30多万元并拆除了
违建后，兴隆村也想开展这项工作。寿光市委乡
村综合治理工作组的国义功、宋广杰与村“两
委”、党员、村民代表开会研讨后决定先进行人
地找补。2006年调地后，毕家村再没有进行过土
地找补。

在深入细致摸底基础上，毕家村给每户村民
一份“明白纸”，上面清晰记录了每户村民的人
口变迁情况、土地使用情况和承包费、尾欠等详
细内容村民吴兴明的基本情况为人口4人，2002
年至2 0 1 0年已分折合面积5 . 9 1亩，应分6 . 3 2
亩，尚缺0 . 41亩。

“看着‘明白纸’，条目清晰，俺心里透
亮，尾欠和承包费一次性交清，俺愿意！”董守
华说。

“多亏这次全市开展的农村综治活动，形成
了强大的声势，很多村民都说，喇叭和流动宣传
车的内容都熟记在心了。加上市委农村综合治理
工作组的领导们给我们掌舵，让我们有针对性地
开展工作，各项工作做到了真、细、实。”兴隆
村党支部书记董永强说。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7月23日至29日这周，寿光农

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02 . 57点，较上
周109 . 45点下跌6 . 87个百分点，环比跌幅6 . 3%，
同比跌幅8 . 4%。

这周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4类下跌3类上
涨3类持平。其中，下跌明显的类别是甘蓝类、
白菜类、菜豆类，环比跌幅分别是 2 6 . 0 %、
20 . 1%、18 . 1%。上涨明显的类别是叶菜类，环比
涨幅41 . 5%。根菜类、菌菇类、水生类持平。

据了解，影响指数下跌的原因主要有三方
面。一是这周多地虽迎来降雨，但市场供应量依
旧充足，上市品种继续增多，菜价上涨乏力。二
是闷热潮湿的天气给蔬菜储存带来困难，蔬菜存
放时间缩短且易腐烂变质，市场外销压力加大，
价格被迫下降。三是由于近期高温多雨，蔬菜交
通运输十分不便，耗损增加，不少客户减少采购
量，带动菜价走低。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海梅

7月23日晚7点，寿光德润绿城小区中心广
场，200多名居民坐在凳子上，听寿光市关工
委主任、传统文化宣传教育中心主任王茂兴讲
传统文化。

“听了老师的宣讲，觉得自己孝敬父母做
得不够，和邻里相处也不够宽容，以后我努力
改进。”德润绿城居民陈友平说。

据了解，这样的宣讲活动，寿光市传统文
化宣教中心已经开展了800多次。

2015年，寿光市委、市政府响应党中央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成立了寿光市传
统文化宣传教育中心，并于2016年成立市传统
文化宣教中心党支部。马金涛、李志强、王春
花、刘来源等68名离退休干部党员先后加入其
中。

在这68人的发动下，宣教中心在寿光全市
招募了420名志愿者组成传统文化志愿者讲师
团。他们被分为15个小组，每镇街（区）一个
组，开办“道德大讲堂”。离退休干部党员任
组长，负责相关镇街（区）的学校、农村、企
业的传统文化宣传教育工作。每隔一周，讲师
们就会从全市各地赶到所负责的地域，引经据
典，润化人心。

“当前，广大市民正享受着改革发展的红
利，物质生活水平年年提升，但受多种因素的
影响，精神文明方面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我们
通过弘扬传统文化，修复、涵养、提升精神文
明，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王茂兴说。

在宣教中心党支部的带动下，寿光善德公
益服务中心、寿光孝德健行志愿团等20多支团
队加入其中。志愿者来自社会各界、各行各
业，有企业家，有大学教授，有“三八红旗
手”“寿光好人”，也有个体经营者。寿光正
初步形成一种“以支部为平台，以党员为先
锋，以志愿者为中坚力量，全社会齐参与”的
传播传统文化新局面。

今年暑假，寿光市广陵学校初二二班学生
马晓宇经常朗诵或者抄写《论语》《大学》里
的经典语句。“孩子现在能看得进去这些文言
文，和传统文化宣讲分不开。”马晓宇的父亲
马天翔说。广陵学校成立了古文学习兴趣小
组，教师既有学校的语文教师，也有寿光传统
文化宣讲教师。“耳熏目染中，学生就喜欢上
了传统文化。”广陵学校校长刘明举说。

儒学讲堂、国学讲堂、道德大讲堂，形式
多样的传统文化传播，正在寿光掀起热潮。按
照“整体推进、重点突出”的思路，根据学生
年龄，寿光全市中小学生诵读经典活动，由浅
及深，诵读常年不断。寿光关工委联合教育
局，以全市33所初中一年级学生为重点，对学
生、家长及教师一起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每月
一次，常年进行。宣教中心编印了《孝德教育

读本》《寿光二十四孝》等读本，发给全市居
民，引导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德向善、知
孝行孝。

“通过对学生及家长进行传统文化的教
化，构建以家庭为核心的文化生态。一个个小
家庭和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真正落地
了。”传统文化志愿宣讲团上口组组长袁连波

说。
据介绍，在传统文化进家庭活动中，2017

年寿光宣教中心通过婚姻调解劝和708对夫
妻，劝和率达33%，实现寿光离婚率17年来首
次回落。今年上半年，劝和率更是升至37%。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寿光宣教中心的420
名讲师，在15个镇街（区）、145个市直部门、

975个行政村、68家大中型企业开展宣讲800多
次，受益群众达30多万人。

“上承优秀传统文化血脉，下启精神文明
建设新篇。传统文化宣教，正如水般浸润人的
心灵，为品质寿光建设营造了和谐社会氛
围。”寿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
葛树涛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韩明云

7月30日晚7点，寿光市圣城街道杨家仕庄
村文化广场，马秋香和30多名妇女在跳广场
舞。而不久前，马秋香想跳广场舞，要跑到文
圣街和金海路十字路口附近。

“原先村里没有活动的地方，我们没办法
就到路口去。现在就在家门口活动，安全近
便。为了不影响大家休息，我们晚上九点结
束。”马秋香说。

这个广场700平方米，是杨家仕庄村6月10
日拆掉村委办公室的围墙后建起来的。村里对
广场进行硬化、亮化、绿化，设立了文化墙。

“一到晚上，跳舞的、健身的、聊天的，一下
子成了群众文化生活的集聚地。”杨家仕庄村
妇女主任邵玉秀说。

党员许登第说：“原来办公室门一锁大家
进不来。现在好了，墙被推倒了，心也就敞亮
了，玩起来也踏实。”

驻杨家仕庄村“第一书记”张兰欣认为，
这不仅是拆掉了一堵围墙，更是拆掉了干部群
众之间的“心墙”。

“面对群众的需求，我们想方设法满
足。”杨家仕庄村党支部书记许长华说。

今年春天，杨家仕庄村整修大棚生产路。
村里共有150个大棚，涉及大大小小的路共17
条，总面积1 . 8万平方米。修路，需要清除路
障。这些年因疏于管理，有的户直接侵占道路

搭建杂物小屋，有的把草帘、棉被等堆放到路
边，致使原来6米宽的生产路变成了弯曲的小
路，雨雪天泥泞难行。

清障时，党员干部带头，家家户户自发清
理，仅用一天时间，原来的路基就亮了出来。
修路一个月，村干部靠在现场一个月，能自己
干的活，大家自己动手。杨家仕庄村村主任杨
文奎说：“修路，党工委有优惠政策。给群众
办这么好的事，我们就要把好事办好。”

7月9日，仅用1小时，杨家仕庄村就完成
了28户、32个大棚、2家养殖场的拆迁协议签订
工作。如今，这些大棚路铺上了炉渣，平坦整
洁。

仕庄片总支书记韩华伟说：“杨家仕庄村
的大棚拆迁工作之所以如此顺利，得益于村班

子以扎实的作风、细致的工作，赢得了群众的
一致理解。”

文化大院落成时恰逢端午节，杨家仕庄村
里打算办一场“饺子宴”，把75岁以上的老人
约到一起过节。村干部在全村发起了“孝老敬
亲”捐款倡议，党员干部带头，全村有76人踊
跃为这次活动捐款。

许长华为参加活动的40位老人每人捐一袋
大米、一箱鸡蛋。张兰欣捐款1000元，杨文奎
捐款1000元。许冠亮、许冠勇、杨文海、李长
安每人捐款2000元。许长庚为每位老人准备了
一桶油，杨文田赞助了一场文艺演出。开饭
店的杨文龙送来价值2000元的炒菜，邻村开理
发馆的魏淑华特意为在场的老人们义务理
发。

村委的围墙，拆了

420名志愿者宣讲，受益群众30余万人

寿光：构建以家庭为核心的文化生态

稻田镇综合治理破解
农村“疑难杂症”

无地村民
享受到土地找补

上市品种继续增多
菜价上涨乏力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企业登记网上预约服

务平台’的推广应用，使办理时间由之前的
平均3个小时缩短到现在不到30分钟，甚至随
到随办。”7月31日，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局长王利在寿光市提升政府服务优化营商环
境新闻发布会上说。

2017年8月，寿光正式推出全省首家“企

业登记网上预约服务平台”。寿光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加强流程再造，升级系统程序，申
请人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预约合适的时
间到窗口进行业务办理。目前，已有6000余
微信用户关注了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众
号，注册会员近4000人，办理业务2万余件。

寿光市是我省第一批企业登记全程电子
化试点县市区，并于2017年8月28日核发了寿

光市第一张电子营业执照。王利说，企业登
记全程电子化成功突破了地域空间和办公时
间的限制，将“面对面”审批变为“键对
键”服务，实现了企业登记服务从8小时向24
小时的延伸。申请人无论身在何地，只要通
过全程电子化登记，实行企业名称网上自主
申报，同时在网上自动生成申请书，上传身
份证、章程、股东决议等电子文档即可。

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安排专门工作人
员对网络申请进行及时受理，网上提交材料
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可以即时办结，申
请人无需再到窗口提交纸质材料。同时，实
行政银合作，在各乡镇农业银行营业网点设
立免费代办点，企业自主就近办理登记事
项，实行“申报—受理—打照—刻章—税
务—开户—快递送达”一体化服务。

寿光办理企业登记只需30分钟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7月24日,寿光市化龙镇蔬菜

种植大户王丰乐从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获得鲁担
惠农贷政策性担保贷款200万元，年利率是
5 . 655%，担保费率是1 . 5%。寿光市是我省政银
政担鲁担惠农贷三个试点县之一。今年4月，
寿光成功发放首笔鲁担惠农贷担保贷款。

鲁担惠农贷是我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推出的一款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产

品，重点服务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主体，也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寿光市农业开发办公室主任肖庆臣认为，鲁担
惠农贷引入了担保公司，解决了农业经营主体
担保难问题。

为更好地解决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融资问
题，山东省农担公司驻寿光办事处创新了农户
+核心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融资模式。办事
处负责人梅磊说：“既能解决农户的融资问

题，又能保证专款专用，大大地降低了风
险。”

如今，鲁担惠农贷以核心企业为核心的产
业链融资项目正处于操作过程中，将帮扶上游
养殖户约20户，总体资金需求约为1500万元。
目前，寿光鲁担惠农贷上报项目6笔，两笔过
会金额210万元，正在审核的项目有13笔。邮政
储蓄银行现已对接意向客户30户，贷款手续正
在办理中，预计授信金额约1000万元。

种养大户贷款担保公司担保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传统文化志
愿者宣讲师到企业宣
讲，受到企业员工热
烈欢迎。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在不需要广大退休人员

直接参与的情况下，每月发放养老保险待遇
前，工作人员只需将当月发放待遇的人员名
单上传到数据对比系统，1分钟内即可自动完
成人员比对，每年可减少群众跑腿25万余人
次。”7月31日，在寿光市提升政府服务优化
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寿光市人社局党委
委员、社保中心主任张汉喜说。

据介绍，今年2月寿光市智慧办决定建立
全市大数据系统，寿光市人社局及时提出

“打破信息孤岛”的需求，经过多次论证，
最终通过政务信息辅助系统实现了数据比
对，建成“静默”认证系统。4月份，该系统
正式启用，在我省率先实现养老待遇资格的
“静默”认证。

张汉喜说，“静默”认证打破了部门间
的数据壁垒，通过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寓认证于无形，提高了经办服务水
平和群众满意度。

据了解，以往，已领取养老金人员每年
要进行生存资格认证，未在规定时间内认证

的人员，经办机构将按规定暂停支付其养老
保险待遇。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
的集中认证方式与大数据时代的形势特点和
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越来越不适应，由此产
生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由于认证手段
有限，认证效率不高，没有从根本上杜绝养
老待遇多领、冒领等情况的发生。

寿光市人社局协调寿光市殡仪馆、公安
局、法院、疾控中心等部门，并与潍坊市民
政局对接，通过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
台，获取每月殡葬管理信息、公安销户信

息、判刑人员信息等相关数据，及时筛选出
不符合发放条件的人员。

据介绍，“静默”认证系统运行三个月
以来，已筛选出应暂停享受待遇人员885名。

张汉喜说，“静默”认证充分考虑了高
龄退休人员特别是大量居住在寿光市以外的
退休人员认证不便和不准的问题，尊重了退
休人员忌讳“死亡”的心理，让全市企事业
退休职工无需再每年跑一次市社保中心进行
认证，节省了退休职工的体力精力消耗，实
现了“零跑腿”的目标。

寿光实现养老待遇资格“静默”认证

退休人员一年少跑25万余人次

■寿光深化“一次办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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