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彭 辉
通讯员 刘兆阳 杨青 报道
本报荣成讯 10月10日至15日，歌尔杯

2018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荣成站)暨涡喷大
师编队邀请赛在荣成举办，来自国内外12支
涡喷无人机顶级赛队上演“蓝天上的速度与
激情”，6天时间里10多万人次观看了比赛。

在比赛筹备组织过程中，荣成人了展示
了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高人一筹的文明素
质，激发了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对航空航天科
技的浓厚兴趣，一场赛事激起了整座城市的
“精气神”。

荣成市委书记江山说：“高水平航空赛事
的举办，将有力推动无人机、智能装备等新兴
产业在荣成发展，提升‘自由呼吸·自在荣成’
的城市形象，促进赛事经济和体育文化繁荣
发展，激发荣成青年一代对航天科技的兴趣
爱好，为未来发展汇聚更多资本、科技、人才
等创新要素，助推荣成实现突破式发展。”

本次赛事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喷气模
型赛事之一，是国内首次引入难度大、观赏
性强的涡喷航模飞机比赛，也是国内首次举
办的亚洲最高水平涡喷赛事。赛事期间，累
计有800余人次志愿者参加22个志愿服务岗

位，最多一天上岗188人，志愿服务时长7000
多个小时。

10月14日晚，荣成滨海国际热气球文化
艺术节圆满结束。当一万多名观众从樱花湖
体育公园渐渐散去，来自济南的艺术节总导
演着实吃了一惊：几万平方米的晚会场地上
几乎没有一点垃圾。这是赛事期间荣成市民
文明素质的一个缩影。2017年，荣成荣膺
“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荣成文明创建本着
惠民利民不扰民的原则，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的同时，市民文明素质有了很大提升。在此
次观看比赛、参加各种活动中，荣成市民都

能做到文明观赛、人走场净，给世界各地的
来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赛事举办期间，“蓝天飞梦”青少年模拟
飞行大赛、全国教育无人机研学邀请赛、青少
年航空航海嘉年华同时举行，来自全国20多
所学校的上百名学生同台竞技，享受一场集
创新、应用、趣味、娱乐于一体的“蓝天盛宴”。
荣成参赛的多所学校和多名学生在各项赛事
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其中获得团体一等奖1
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1个，在个人项目中，有
11人获得一等奖，14人获得二等奖，12人获得
三等奖，充分展示了荣成航空教育成果。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杨永杰 王凯 田欣

“旱厕改水冲，方便又卫生，一点异味都
没有。”10月22日，在桓台县荆家镇伊家村村
民宋进华家中，记者看到，改造后的厕所水泥
地面、坐式马桶、瓷砖贴墙，跟住楼房没两样。

“俺怎么也没想到，咱们农村也能用上干净卫
生的‘城里厕所’。”宋进华兴致勃勃地说。

小厕所，大民生。作为高质量建设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桓
台县共完成农村改厕79739户，全县271个村
全部完成整村改造任务，在全省首批实现农
村旱厕改造整建制、全覆盖。

施工队走家串户，

老式厕所被掀了个底朝天
据宋进华讲，多少年来，农家厕所就是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但长
久以来，部分村民无力修建卫生厕所，也有部
分村民生活观念落后，愿意花十万八万元修
建小楼房，却舍不得花钱建个卫生厕所。

近年来，桓台县将农村旱厕改造作为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的一项

重要内容，按照“因地制宜，整村推进，精心施
工，科学管理”的原则，着力破解“有人管、有
人干，有钱花”的难题，调动各方积极性。桓台
县委书记贾刚说:“旱厕改造工作是新农村建
设的强力抓手，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选
择。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民生攻坚战。”

“我们加大了对旱厕改造的宣传力度，
号召村‘两委’成员、党员、村民小组长带
头改，再加上报纸和电视台的宣传，农民就
没那么多顾虑了。就连长期不在家居住的
户，我们也要改。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施工
队，他们改得多，拿钱就多。因此，各个村
的施工队想方设法去联系那些在外务工人
员。”县委农工办副主任王希冰告诉记者。

在具体改厕过程中，该县坚持“五统
一”，即“统一设计、统一购料、统一出
栏、统一施工、统一验收”，从物料准备、
厕所改造、蹲便器安装、卫生厕所维护等方
面实行全程服务。改厕完毕后，户主根据改
厕质量填写满意卡，确保对改厕的满意度。

“只要农民同意改，给开门，我们就能
用一天时间改完。不要农民一分钱，改完
后，农民满意就签字。我们拿着签了字的意
见书到政府领工资。”参加旱厕改造施工的
荆家镇东孙村村民孙元福说。借着县里旱厕
改造的东风，村“两委”组织施工队走家串
户，把老式厕所掀了个底朝天。

政府给补贴，

市场化运作
记者了解到，为使这一项目顺利推进，

桓台县加快各级财政支持政策“落地”进
度，在市财政补助300元的基础上，对整村
改造的，经验收合格后按照每户500元的标
准给予补贴。对于超年度计划完成部分，省
市奖补资金由县财政先行垫付。各镇村也分
别制定了扶持奖励政策。

水冲式厕所虽好，但没有排污管道，粪便
满了如何处理？厕所管护清运是一项长期的
服务工程，县里健全了后期管护措施，逐步建
立起“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营相结合、保障群
众利益与发挥生态效益相结合”的管护机制。

在荆家镇、马桥镇和起凤镇先行试点的
基础上，桓台县探索出免费服务与社会化有
偿服务相结合的路径。免费服务即经济条件
好的村自备车辆为农户免费服务；社会化服
务即成立社会化服务机构，公司化运行，以低
于市场价格服务农户。县财政每年根据考核
结果和群众满意度，对公司进行补助。粪液多
运至蔬菜基地、各户责任田，既增强地力，又
实现粪液的有效利用，确保农村旱厕改造项
目长期发挥效益，一条“农户+清运公司+蔬菜
基地”的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日渐成型。

以马桥镇为例，镇上25个行政村的5440
余户村民都用上了和城市厕所别无二致的新
厕所。在厕改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紧
张忙碌，对设备进行修缮，抽厕清运车开进
开出。镇上农村厕污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实
现调试运行，“现在已经开用了，过阵子是
既能出水又能出肥，既环保又有经济效
益。”马桥镇党委书记柴涛介绍说，该设备
日处理能力100吨，每年按设备运转300天计
算，可处理旱厕污水30000吨，产出有机肥量

450吨/年，出水2 . 85万吨/年，综合测算可实
现纯利润约20万元。

目前，桓台县厕污产生总量约为330吨/
日，全县共有6处农村改厕渣液资源化综合
利用项目，总处理能力为356吨/日，能够满
足全县所有农户产生渣液处理需求，并具备
为周边区县农村提供渣液处理的能力。

农民既方便了生活，

又收获了尊严
物质文明看厨房，精神文明看茅房。旱

厕改造，让农民方便了生活，也收获了尊
严，充分体现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李力是荆家镇伊家村走出去的大学生，
妻子从小在城市生活。妻子第一次陪他回家
看望老人时，见到农村茅坑十分吃惊，在其
家中上厕所成了老大难问题。听说村里要旱
厕改造，李力最早报了名，表示就算自己出
钱，也坚决改造。

这样的尴尬事，田庄镇宗王村的孔祥红
也遇到过，她的女儿常年在北京工作，逢年过
节回家，带着外甥女回来，最头疼的就是上厕
所。现在厕所改成了水冲式，孔祥红非常欣
慰：“今年孩子们再回家过年，就方便多了。”

旱厕改造，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民从此告别了“上茅坑”的生活状态。通过
改厕，村容村貌得到了优化，追求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成为广大农村群众的自觉行为。
桓台县农村旱厕改造，也成为推动城乡一体
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代背景下的一
面镜子。

“咱农村全部用上城里厕所了！”
——— 桓台全省首批实现农村旱厕改造整建制、全覆盖

荣成：一场国际赛事激起城市“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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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蒋惠庆 报道
10月24日，无棣县委宣传部的帮扶责任人（左）来到水

湾镇田桥村贫困户家中进行走访。为切实帮助贫困群众尽
快脱贫致富，该县实行“一对一”结对帮扶制度，确定了1879
名党员干部为帮扶责任人，对贫困户进行对口帮扶。全体帮
扶人员定期走进贫困户家中，结合贫困户实际情况，有针对
性地制订帮扶措施，确保贫困群众可持续稳定脱贫。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王潇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孩子小时候的衣服穿不上了，不知道

怎么处理，这下好了，家门口就能绿色回收。”10月17
日，家住青岛市李沧区兴城路街道海岸华府小区的于杰
玲，将厚厚一摞洗干净的衣服投入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的
纺织物回收口。

为实施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改善群众
居住环境，李沧探索“互联网+智能垃圾分类”绿色回收
新模式，率先引入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在辖区6个街道8
个人口居住量较大的小区投放，鼓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养成垃圾分类的意识和习惯，营造“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的社会氛围，使小区分散零碎的垃圾回收、利用变成再生
资源

记者发现，这个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是由6个不同的
垃圾回收箱组成，所回收的垃圾种类也不同。居民把废旧
纺织物、塑料、金属、废纸、废玻璃及有害垃圾放进去，
回收机就会“吐”出钱来。

“只要将废品按照类别提示分别投入不同的箱子，回
收设备就会对投入的垃圾进行智能识别和称重，并根据不
同废品的市场价格计算返现金额。这样可以激发社区居民
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方便又实用。”李沧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环卫科工作人员孙楠告诉记者，只需几秒钟，手机
APP就会收到现金返还，轻松实现“变废为宝”。于杰玲
投入的2 . 93公斤纺织物和2 . 92公斤纸一共返回了2 . 63元的
环保金。

设备投入方“小黄狗”项目工作人员介绍，每个投放
箱的回收量达80%后，会自动发短信给专业回收员提醒，
回收员会驾驶统一的回收车，将垃圾送往正规的分拣机构
或者再生资源中心，细分后再进行废物利用。

李沧区“互联网+智能垃圾分类”

实现绿色回收———

吃进垃圾 吐出环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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