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马景阳 刘磊
本报通讯员 崔立来 宫瑞

“铃铃铃……”10月8日中午，西单村63
岁的宋俊山手机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是王
营村的常承桐：“家里厕所快满了，你抽空来
帮着抽一下吧。”

“好，一会就去。”挂断电话，宋俊山简单
吃了几口饭，便开上停在家门口的抽厕车赶
了过去。停稳车辆、顺好管道、加压抽厕……
宋俊山熟练地操作着。

（一）

农村旱厕改造“三分建、七分管”，维护管
理是保证改厕效益的关键。在进行旱厕改造
的同时，为了做好改厕后续管护，淄博市临淄
区制定出台工作指导意见和政策措施，给予
镇、街道10万元补助资金鼓励建设农厕服务
站。各镇、街道均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市场运作、有偿服务”的管护体系，确保建好
一个、管好一个、用好一个，还催生出了一条
全新生态产业链。截至目前，全区各改厕镇街
道均建立了维修服务、清运服务及处理利用
三大体系，全面完成农村旱厕无害化改造生
态闭环，有效解决了群众的后顾之忧。

朱台镇西单村农厕服务站是临淄区建成
的第一个农厕服务站。服务站配备了一台1 . 5
立方的抽厕车，站内的货架上摆放着抽水桶、
蹲便器等厕具，为群众提供抽厕、维修服务。

宋俊山是西单村农厕服务站的管护员。

“一开始，我也不太愿意干，老婆孩子也不同
意，因为这个活又脏又臭。后来我一琢磨，活
总得有人干吧。而且我这个年龄还能给村民
办点好事，你说多好呢，所以就把这个活接下
来了。”

自2016年上岗以来，宋俊山每天开着抽
厕车穿梭在周边村子里，一户户清抽厕液。

“我负责9个村1900多户的厕所，一户一年抽一
到两次，各户镇上都发了服务卡，服务卡上印
着我的电话，一般一个电话打过来，我就马上
到户抽厕或维修，有特殊情况时，也得保证24
小时内上门服务。”宋俊山说。

宋俊山口中的服务卡叫农厕服务联系
卡，由朱台镇统一制作，拿着这张卡，农户
可以免费享受一次抽厕服务。每次抽厕服务
后，填写户主姓名、服务时间、是否满意等
信息，让农户和管护员“双向明白”。

对于宋俊山来说，一张张卡代表着他的
工资。“户里抽完后，户主给我卡，我再拿
着到镇上结账，这个卡就是我的工资，现在
我抽了1000多户了，已经拿到35000多块钱
了。”

（二）

抽出的厕液如何处理？“以前一般会根据
农户需求，把厕液运送至田间地头，作为农家
肥使用，或者运送至藕池、蔬菜大棚、核桃园
等种植基地，用作肥料进行冲施。今年以来，
主要是把厕液送到处理站集中处理，再进行
二次利用。”朱台镇农委副主任边希军介绍。

边希军所说的处理站位于西单村西北角
的一处院落，院内竖立着两个蓝色的立罐，
旁边是一个一人多高的机械设备。这是朱台
镇投资50多万元新上的一体化污水处理器，
专门用于处理农厕渣液。

“这个处理站总处理能力达1500立方，
通过对收集来的厕液进行放氧发酵后，转化

成有机肥料，提高它的利用附加值。”边希
军说。

临淄区金山镇则依托专业肥料生产企
业，将收集的粪液粪渣经过集中二次发酵处
理后用于生产有机肥料，销往全省各地。淄
博茁茂农业发展公司副总经理许昌鑫说：
“我们生产的有机肥，主要是用于果树、大
棚蔬菜种植等。当前，年生产产量在15万
吨，2017年销售收入达到5000余万元。下一
步公司将逐渐面向全区农户厕所，收集农厕
垃圾进行处理。”

皇城镇郑辛村村民郑新玉便是这家公司
有机肥的“忠实粉丝”，“价格适中，肥效
好，咱信得过。”郑新玉告诉记者，自家两
个棚不大，但每年都要用个两三吨，灾害
少、阳光足，西红柿、西葫芦长势好，价格
合适时，一年能收入六七万。

如今，临淄区以旱厕改造为源头，一条
“农户+服务站+种植基地”的生态循环农业
产业链也应运而生，实现了农厕渣液的综合
利用。目前，临淄区共完成347个村、7 . 7万
户旱厕改造，村村改造率达90%以上，建成
农厕服务站19处，配置专用抽厕车48辆，实
现了改厕后续管护全覆盖。

不仅如此，临淄区设立举报电话，如有
群众反映服务质量问题，经查实后，对服务
站及工作人员给予经济处罚。定期抽取5%—

10%的农户，开展满意度量化回访，各镇街道
根据回访结果折合为经费结算系数，好的，给
予奖励；差的，在经费中按比例扣除。

（三）

其实，农村旱厕改造也并非一帆风顺。在
改造之初，由于受多年居住习俗、生活习惯的
影响，怕麻烦、怕花钱，个别农户尤其是老年
人对改厕出现了不理解、不配合的情况。对
此，镇村干部分头进村入户，坚持不懈做工
作，带着农户到已改厕户现场看效果，打消了
他们的思想顾虑，赢得了百姓的认同。

除了在推进实施初期面临的困难外，在
后期使用维护中，也出现了些小问题。“个别
农户使用过程中操作不规范，造成厕具损坏，
又懒得修，影响使用效果，还有农户把餐厨垃
圾往厕所倾倒，容易造成堵塞。”朱台镇农委
副主任边希军说。为此，农厕服务站的管护员
上门指导农户规范使用，出现厕具损坏、堵塞
等问题，第一时间上门维修、抽厕。

“有时候会有点小问题，但总体来说比以
前干净方便多了，现在你要让我改回去，我
第一个不愿意。”朱台镇陈营村76岁的李曰
坤，在厕改推进时，因为上了年纪不愿意折
腾，但自从用上新厕所后，他对改厕工作举
双手赞成，还积极动员其他农户改造。

下力气解决改厕后的维护管理难题

临淄：农村厕改催生生态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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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小确
幸”彰显“大文明”。旱厕改造补齐了影响
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我们通过加强后期服
务，实现了厕具坏了有人修，渣液满了有人

抽，抽完之后有效用的闭环运行，有效提高
了农厕的利用率、使用寿命，让农村旱厕由
“卫生死角”变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文明之
窗”。

■书记点评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
临淄区委书记 宋振波

利津为动能转换提供

强有力人才支撑
一是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通过校园招聘方式，

精准招才，目前已成功引进13名硕士以上高层次人才，分
别到经济综合部门挂职锻炼。二是加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公开招聘力度。三是加大城市社区工作人员配备力度，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工作人员45名，目前已全部到岗到
位。四是加大政府雇员统筹招聘力度，目前已完成首批统
筹招聘的10名政府雇员到岗履职。

（新锐大众客户端利津频道）

第十四届泰山

苗木花卉交易会开幕
10月9日上午，第十四届泰山苗木花卉交易会在泰山

区邱家店镇泰山国际花木城开幕。众多获奖盆景、优良苗
木花卉、先进的园林机械和优美的园林景观一一亮相展
会，还有来自上海、广东、浙江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
的500多家苗木企业、园林公司、经纪人参展、参会，共
赴这场花卉之约。 （新锐大众客户端泰山区频道）

滕州首个24小时

政务自助服务厅启用
服务厅内配置政务服务综合自助一体机及各类自助服

务终端16台，提供社保、税务、公积金、不动产、供电、
燃气、移动、联通等业务的自助办理，群众携带二代身份证
即可办理。“不打烊”的自助服务，弥补解决了工作时间外和
非工作日的服务盲点，降低了行政支出运行成本，切实提高
了基层政务服务“一次办好”覆盖广度和服务能力。

（新锐大众客户端滕州频道）

“送演出下基层”

走进运河经济开发区
10月8日，由德州市委宣传部、德州市文广新局联合组

织的“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活动走进运河经济开发区。
艺术团的演员们为居民们献上了歌曲、杂技等丰富多彩的
节目，为观众送来丰盛的文化大餐，赢得了观众阵阵喝彩
和掌声。 （新锐大众客户端德州运河经济开发区频道）

菏泽高新区步长制药入列

山东企业品牌价值百强
9月29日，山东省企业文化学会发布2018山东省企业

品牌价值百强。菏泽高新区辖区重点企业山东步长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品牌价值124 . 59亿元，位列百强榜第7位，是
唯一上榜的菏泽企业，也是前20名中唯一的医药企业。

（新锐大众客户端菏泽高新区频道）

广饶县中水回用试点项目进展顺利

广饶县工业企业数量多、水资源耗用大，年废水监测
排放量近7000万立方米。随着地下水资源减少、水资源税
开征，工业用水问题已成为制约县域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今年，县委、县政府将中水回用试点工程列入重点项目，
由县环保部门牵头、相关镇街参与，实行政府督导、一企
一策，创新探索推进。从试点情况看，中水回用项目的实
施，降低了工业企业用水成本，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 （新锐大众客户端广饶频道）

□记者 姜言明 姜斌
通讯员 万莉 王伟强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月28日上午，泰安市岱岳

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专题询问会，岱岳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主
要负责人就加强全区食品药品监管情况接受
区人大代表和群众的询问。

“学校食堂、校外托管机构的小餐桌饮食
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请问如何
监管这些食堂和小餐桌的食品安全？”“农产
品如何从根源上把控质量，控制乱施肥滥用

药问题……”专题询问会议采用“一问一答、
一问多答”方式。现场围绕“校园食品安全、餐
饮具消毒工作、‘三小’食品安全监管、疫苗接
种”等问题，岱岳区人大各专委、常委会各委
室主任，18个乡镇（街道）人大主席团主席（工
作室主任），部分区人大代表，医务工作者、群
众代表、居民代表现场共提出16个问题。

岱岳区食药监局负责人回复，针对校外
托管机构采取登记公示制度，每学期初岱岳
区政府网站及各中小学校门前醒目位置，会
张贴公示符合要求的小饭桌。

岱岳区教育局负责人介绍，岱岳区中小
学幼儿园共设有食堂餐厅110处，其中高中5
处，初中17处，小学22处，幼儿园66处，全区就
餐学生人数约4 . 7万人。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谁审批、谁负责”和“管业务必须管安全”
的原则，岱岳区每一所学校明确一名局机关
督学包保安全管理工作，不断完善校园食堂
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现场，8个相关职能部
门主要负责人面对问题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根据实际管理情况对能答复的问题明确答
复，对暂时未明确监管责任主体和没有相关

规定的现象，答复部门根据监管经验，提出了
相关管理建议。

前期，岱岳区人大常委会通过利用新闻
媒体播放公告、发放征求意见函和调查问
卷、设置意见箱、分片召开座谈会、开展明
察暗访等形式，征集到各类问题建议856
条。经过提炼总结，16位人大代表进行了现
场询问、追问，对于询问人提出的问题，应
询部门如果准备的不够充分，会后还将以书
面形式予以答复，努力提高岱岳区食品安全
保障水平。

顺应群众关切 举行专题询问
泰安市岱岳区人大就食品药品监管接受人大代表和群众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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