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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芳
本报通讯员 王作岩 马晓波

“要不断总结城阳做法，大力推广城
阳经验！”9月27日至28日，2018年全国群
众体育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青岛市城阳区举
行。会上，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郎维
对城阳群众体育作出高度评价。

此番评价可谓实至名归。近年来，城
阳区先后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
国阳光体育先进区、全国群众登山健身步
道示范区等荣誉称号。去年8月，城阳区
获评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并作为唯一
代表在表彰大会上作典型发言。随着此次
全国群众体育现场推进会的召开，“城阳
特色”的群众体育经验正式叫响全国。

人均体育设施面积

远超国家标准

城阳经验的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健身
场所的建设。在城市建设土地资源紧缺的
状况下，城阳区的做法是规划引导设“框
框”、政策规定画“杠杠”。

据城阳区体育发展中心主任徐立华介
绍，城阳区成立了专职负责群众体育工作
的区体育发展中心，在青岛率先制定了
《城阳区全民健身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年）》，对群众体育活动场所的规
模、标准等作出量化规定。比如，500亩
以上商住区、3000至5000户的旧村改造社
区、组团开发社区、“村落型”社区必须
配建带有标准田径场的综合性运动公园。

蓝图画就，配套跟上。城阳区将群众
体育工作纳入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区级财政预算、绩效考核体系，
在财政资金保障上优先考虑健身场地投
入，并按每年人均5元的标准将60岁以上
老年人体育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有了制度、政策的保障，城阳区“见
缝插针、因地制宜”修建各类健身场所：
垃圾填埋场清理建成运动公园，城市边角
地块绿化整治建成运动长廊，河道暗渠整
理建成体育场，……截至目前，全区已累

计投入9亿元，修建免费登山路径400余公
里、健身步道100多公里、口袋公园72
处、运动公园37处，形成“8分钟健身
圈”。全区人均拥有公共体育设施面积
5 . 7平方米，超出国家2025年人均2平方米
的标准。

位于春阳路上的青岛城市飞奔运动梦
工厂，便是城阳区“无中生有”打造的健
身场所之一。两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闲
置的工厂仓库。在城阳区体育主管部门的
指导下，青岛城市飞奔运动梦工厂将1 . 2
万平方米的仓库改造成为健身场馆，2017
年投入使用，成为青岛独立占地面积最大
的健身场馆，可同时容纳近千人健身。开
业一年多，这里已吸引了7000多名会员。

每年数千场赛事

带动全民健身

出门可及的健身圈，提供的只是硬件
保障，要想让群众真正动起来，还需要科
学有效的组织和动员。

“再好的体育设施，如果没人去用，

也只能沦为摆设。”城阳区体育发展中心
群众体育科负责人纪连军表示，为“高效
利用设施、实现人人参与”，城阳区每年
都会组织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特色化群
众体育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

全民赛事方面，连续17年举办全区综
合性市民运动会，每届时间跨度长达8个
月，设置球类、田径、老年健身活动等11
个项目，参赛市民多达8万人次，每个街
道和社区每年也举办1—2次居民运动会；

专业赛事方面，先后5次承办全国群
众登山健身大会开幕式，2次承办“中国
羽超联赛”主场赛事和青岛国际武术节，
带动全区成立羽毛球、武术、太极拳等体
育协会41个，参与人数4万余人；

校园赛事方面，每年组织开展“区长
杯”校园系列体育比赛，涉及球类、田径
等10余个项目，年参赛人次达20万以上，
学生人均3次参赛机会，实现“班班有活
动、校校有特色、月月有比赛”；

业余赛事方面，支持社会体育组织举
办全区武术锦标赛、白沙河迷你马拉松比
赛等民间赛事，全年举办各类比赛超过
2000场……

政府主导办高端赛事、传统赛事，同
时撬动社会力量办民间赛事，城阳区形成
了“体育为全民，全民办体育”良性循
环。目前，全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比例达56%，国民体质抽样监测合格率居
青岛市首位。

打造“世界青少年

足球名城”

今年8月，“哥德杯”这一全球规模
最大的青少年足球赛在城阳区举办，来自
33个国家和地区的306支球队奉献出800余
场精彩比赛。此后，大赛组委会宣布，
“哥德杯”长期落户城阳。受到国际大赛
的青睐，彰显出城阳区一直以来“足球桃
花源”的美誉名不虚传。

近年来，城阳区将校园足球作为城市
新名片进行重点培育。在体育设施建设过
程中，城阳区把足球场建设摆在突出位
置，加大投入比例。目前，全区已建成大
型足球运动公园1处、笼式足球场地50
处、足球场105处，平均每万人拥有2 . 5片
足球场，远远超过《中国足球中长期规划
（2016—2050年）》中规定的“十三五”
期间每万人拥有0 . 5—0 . 7块足球场地的目
标，形成“15分钟足球运动圈”。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城阳区不仅在全
区所有学校配建足球场、重点学校配建笼
式足球场，还针对中小学生专门制定《足
球技术考核标准》，学校每周开设足球
课，中小学校足球参与率达100%，实现了
“班班有足球队”。

截至目前，城阳区共创建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3所、青岛市特色学校
33所，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27
名专业足球教练到重点学校带队训练。城
阳区的足球比赛成绩在青岛乃至全省一枝
独秀，已有14人入选国少队、3人入选国
青队。

据城阳区教体局体卫艺科负责人纪瑞
仕介绍，城阳区每年政府主导开展社会足
球比赛达330场次，100余支业余足球队每
年开展比赛2000多场，经常参与足球活动
的人口（含在校学生）达到总人口的
9%。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率、良
好率、优秀率，城阳区连续五年居全市第
一名。

今年8月底，城阳区出台《青岛市城阳
区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方案》。下一步，全区
将建立足球运动发展长效机制，向着“世界
青少年足球名城”的目标大步迈进。

每年数千场赛事带动全民健身，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达56%

“城阳特色”群众体育叫响全国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亓圣存 董纪民 报道
本报沂源讯 “通过清产核资，我们村规范了承包合同，依法收取

承包费，利用动钱不动地的方式，解决了占有土地资源不均衡的现实问
题，归还了历年村欠户往来欠款……”9月30日，沂源县东里镇薛家万村
党支部书记东明伟一脸轻松地说。这是东里镇创新盘活村集体资产资
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一个缩影。

“这次清产核资工作，我们对村集体‘三资’全面清查、登记，摸清村级
集体“三资”底数，进一步规范‘三资’”的使用和管理，建立管理长效机制，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打好基础。”东明伟介绍。

薛家万村在摸清家底的同时，对2003年以来未履行义务的各类承
包合同进行清理规范，并按合同规定清理农户所欠承包金，村民每人每
年能分配100元。对收取上来的承包金制定了“四可四不可”使用方案，

“四可”即可用于扩大村集体再生产、可用于村公益事业建设、可用于村
民福利及分配、可用于贫因户帮扶；“四不可”即不可用于非生产开支、
不可用于发放村干部工资、不可用于投资理财、不可拆借挪用。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胡令强 报道
本报惠民讯 惠民县辛店镇钟营社区东肖村肖存贵，家中有17亩

地，前几年，每到秋收季节，老肖在享受丰收喜悦的同时也有一丝烦
恼，这么多农作物秸秆怎么办，烧荒污染环境，不烧就没处存放，老
肖可伤透了脑筋。

从今年开始，老肖的烦恼解决了，小麦和玉米收割完后，自己开
着拖拉机运送作物秸秆到国能生物发电厂。“反正堆在地里烧了破坏
环境，拉回家里占地方，卖给国能生物发电厂，还能换几百元，多
好！”老肖很开心。

对于农民而言，烧是处理秸秆的首选方式，在严禁焚烧秸秆的同
时，如何将农民想要烧掉的秸秆变废为宝，坐落在辛店镇的惠民国能
生物发电厂无疑是个“好归宿”。辛店镇政府与国能生物发电沟通协
调，为辛店镇广大农民开辟“绿色通道”，优先收购、优先进厂、优
先结算，确保群众收益。在辛店镇，每个村庄都设置了柴草放置点，
群众把秸秆集中在放置点，企业安排专业车辆拉走。

据了解，经过推广宣传，群众环保意识有了明显提升，企业的收
购输送链不断完善，目前，辛店镇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50%以上。

□记者 吕光社 王德琬
通讯员 李曦 报道
本报汶上讯 9月5日，在汶上县南站

镇北村的党员活动室内，村两委成员、部
分党员和贫困户代表汇聚一堂“上课”，
给他们讲课的是镇党委书记李登军。

“大家听广播看新闻，老听里面提乡
村振兴，乡村振兴到底是什么？咋个振兴
法？”李登军操着一口家乡话，手拿几页
厚的讲稿，他为了这堂课做足了准备。
“时代不一样了，小时候在公社干活，将
厕所内的废物挑到田地里做肥料，弄得村
里臭烘烘的，还能算工分；可现在呢，我
们实施了改厕工程，美化净化村庄环境，
这是保护生态的典型做法。”朴实直白的
话语不仅为生态振兴作了注脚，还强调了
改厕的重要。一个多小时的课程，李登军

结合自己多年的农村成长和工作经历，用
生动的事例和正反比较的方式阐述了乡村
振兴的内涵，夺得了满堂喝彩。

在场的人听得意犹未尽，77岁的老党
员张先进每个月5号都雷打不动地来村委
大院听课。“很清晰、很受用。”张先进
告诉记者，“总认为乡村振兴这项工作是
党委政府的事，干好干孬都在于他们，听
了多次课后，我明白普通人也可以为乡村
振兴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张先进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去年7月
的一堂课，李登军说，北村550户2650
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村，但村里的环境
卫生状况让人堪忧，“三堆”随处可见，
村民垃圾随手就扔，5名保洁员每天工作8
小时，不停地打扫清运垃圾，非常辛苦；
而且北村位于105国道一侧，沿街商铺众

多，“面子”和“里子”的卫生都要兼
顾。“李书记希望我们开会的人能成为传
声筒和志愿者，号召身边的亲戚邻里自觉
维护卫生环境。”张先进说，“我回家就
教育我的孙男嫡女不能乱丢垃圾，看见就
捡起来扔垃圾箱里。”慢慢地，村民提高
了思想观念，村内卫生状况也随之好了起
来。

“贫困是乡村振兴道路上的绊脚石，
思想上的落后更是难以逾越的屏障。”李
登军以精准扶贫的工作举例说，南站镇是
汶上县域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最多的乡镇，
精准扶贫对象1009户1958人，是济宁市重
点扶贫乡镇。“在基层扶贫具体实践过程
中，我们在落实上级政策的同时也发现一
些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争当贫困户现
象屡见不鲜，群众在传统落后意识形态影

响下很容易陷入‘我什么都该享受’的政
策陷阱，这是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拦路
虎’。”

为扫清群众思想上的障碍，南站镇从
去年开始策划实施了“1+1”主题党日活
动，科级以上干部下村给村民讲课，每月
主题由镇党委确定，包括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讲话，解读国家对农村的相关政
策，群众关切的发展问题等。在此项活动
的引领下，群众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
观，也带动了移风易俗、美丽乡村建设等
工作的开展。

除了每月一节主题党课，南站镇还要
求每村根据自身实际确定一项特色扶贫项
目，包括项目建设、志愿服务帮扶、关爱
困难群众、助力精准扶贫等，进一步拓展
组织生活内容，增强党日活动吸引力。

每月1节主题党日活动，每村1个特色扶贫项目———

“1+1”主题党日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邵世磊 刘智峰 记 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胜机石油装备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就“多相流

量计和水下分割器技术”达成合作意向；山东海科化工与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新能源研究院就“原油产烯烃技术”达成合作意向；山东拓普
环境科技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
席北斗博士就“油田固废处理和土壤修复技术”达成合作意向……日
前，东营市东营区组织的一个会议助推了28个项目“牵手”成功。

记者从9月19日召开的山东省第十届海洽会高端人才东营行暨第
三届东营海外留学人才石油装备产业对接洽谈会上获悉，当日现场
118家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与50位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石油大学等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深入沟通交流、对接洽谈，共达成合
作意向28个。

东营区人才办负责人郭玉海介绍，为提高项目和技术对接的成效
最大化，区人才办组织对全区规模以上企业发展现状和人才需求情况
进行了“地毯式”调研，共梳理出人才技术项目需求80余项。现场，
与会专家依据自身技术优势、企业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了双向点题，为
双方对接和深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营区：一个会议
成功“牵手”28个项目

清产核资摸家底
集体发展轻装上阵

老肖17亩地秸秆不用烧了

□肖芳 报道
哥德杯世界青少年足球赛长期落户城阳。今年8月，全球规模最大的青少年足球

赛——— “哥德杯”在城阳区举办。

广告

□记者 李媛 通讯员 孟珊 张德杰 报道
本报平度讯 “有了这个本本心里踏实多了！”9月28日，平度市田庄镇

东刘庄村村民刘永刚，激动地领取了全省首本农村宅基地资格权证书。
“今天的证书主要是发给‘刘谦初红色文化产业园’建设腾退出宅

基地的村民。这种‘颁证确权’的形式不仅给支持红色文化产业园建设
的老乡们吃了定心丸，而且还将加快红色文化产业园建设进程。”平度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邓伟玉介绍说，“三权分置”改革是通过把农村宅基
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分开设置，理顺村集体、村民对宅基地占有、
使用和收益的关系，这三权中资格权保障的是广大农民无偿使用宅基
地的资格和房屋财产权，保障范围最广泛，也是最基本的权利，故而是

“三权分置”改革“入门”之举。
据了解，包括刘永刚在内，当天拿到宅基地资格权证书的19户村

民，均可马上凭证申请新的宅基地及新建住房系列补贴。到今年年底，
平度市将完成田庄镇东刘庄村、蓼兰镇侯西庄村两个宅基地资格权认
定试点村308户村民的农村宅基地资格权证书发放。

在首批两个村庄宅基地资格权认定试点结束后，平度将逐步在新
河镇三苗家村，古岘镇一里、二里古村落等极具改革典型性的“四镇七
村”，因地制宜开展按宅基地资格权和使用权有偿退出，通过流转盘活
宅基地，打造乡村旅游景区、促进文旅项目建设，以及通过村庄收储、规
划、整治，改善村庄面貌等试点工作。

平度发出全省首本
农村宅基地资格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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