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吕光社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张长青

“蓝色桶装可堆肥垃圾，像剩菜剩饭、
果皮菜叶、肉鱼之类会腐烂的东西；绿色桶
装不可堆肥垃圾，比如废塑料、废金属等一
般不腐烂的东西。刚开始不太会分，也嫌麻
烦，现在大家都养成习惯了，村子也格外整
洁干净。”11月26日，在全国文明村邹城市
香城镇北齐村，村民刘丽乐呵呵地告诉记
者，全村每家每户都分到了两个垃圾桶，每
天保洁员上门来收，给称重登记，积分可以
换生活用品和有机肥。此外，村子还配有红
色的有毒有害垃圾桶，可以投放废旧电池、
农药瓶、灯管、油漆桶等。

据了解，早在2014年前后，邹城市便建立
了“户集、村收、镇中转、市处理”生活垃圾收
集处理模式，实现行政村居城乡环卫一体化
全覆盖，被住建部列为全国典型案例。去年，
邹城市被列为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
化利用示范市，积极探索农村垃圾“两次四分
法”，即：村民按能否腐烂为标准对垃圾进行
一次分类，分为“可腐烂的”和“不可腐烂的”，
投放到政府发放的两类垃圾桶；保洁员分类
收集各户垃圾，运至资源化处理站后进行第
二次分类，“可腐烂的”进行资源化堆肥处理，

“不可腐烂的”垃圾再分“好卖的”“不好卖的”
和“有毒有害的”三类，“不好卖”的纳入“户

集、村收、镇中转、市处理”垃圾处理体系，“有
毒有害的”统一收集后暂存，实现了生活垃圾
的减量化、资源化利用。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处理，源头
细分是基础。”邹城市市容环卫局局长张田云
介绍，为做好垃圾“两次四分”，全市配备了分

类垃圾桶12000余套，建设村居垃圾收集点400
余处，配备生活垃圾分类保洁员230余名，逐
步取消了村内垃圾集中堆放点和垃圾池，实
行全过程封闭式运转，实现垃圾从投放到处
理全程不落地。

与此同时，邹城市努力做好就地资源化

利用，2016年开始在峄山等4个镇进行了垃圾
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试点，而后确定采用具有
出肥速度快、肥力好等特点的高温好氧微生
物发酵模式，经设备发酵、堆肥处置，实现可
堆肥垃圾资源化和减量化。

香城镇村镇办主任丁德贞介绍，全镇收
来的不可腐烂垃圾，都送到垃圾中转站；可
腐烂垃圾则送到旁边的资源利用站，利用微
生物发酵技术生成有机肥。“这套机器每天
接纳1500公斤，出肥200公斤左右，其中留三
分之一作为菌床。”他表示，全镇已有4个
垃圾资源化处理站点，有机肥每袋2公斤，
售价8元，除了投放市场，还作为垃圾分类
积分奖励发放给村民。

邹城市垃圾处理实行政府主导、市场运
作模式，每建成运行一座生活垃圾分类和资
源化处理站，市财政给予属地镇街30万元的
奖补。同时，将保洁任务托管给2个专业公司
运营，实行“市考核镇、镇考核公司、公司内部
考核”的三级考核体系，所产出的有机肥部分
用于对村民垃圾分类的奖励，其余部分商业
化运作，有效减轻了财政负担。

目前，邹城已投资2500余万元，在13个
镇投建成30处资源化处理站，日处理农村可
堆肥垃圾约15吨，年削减农村生活垃圾量约
5000吨，转化成有机肥约1000吨，实现了垃
圾分类设施镇域全覆盖，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了80%。

就地利用 变“废”为“肥”
邹城：“两次四分”破解农村生活垃圾处置难

□本报记者 都镇强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徐凤珍 王喜进

今年8月1日正式启动，由高密市研发推出
的凤城雷锋APP志愿服务平台交出了一份令人
满意的答卷：注册志愿服务队伍336个，注册志
愿者27702名，其中党员志愿者22606名，孵化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100多次，面向全市招募志愿者
3000多人次，服务对象10000多人。

高密市志愿者协会党委书记、会长单政
达认为，之前志愿服务项目由于缺乏智能化
平台管理，存在信息孤岛、志愿者招募难、缺
乏激励机制等问题。自从有了凤城雷锋APP
后，高密市的志愿服务工作发展注入了新鲜
血液。

据了解，凤城雷锋APP作为潍坊市首个
县市区开发的志愿服务平台，有效实现了志愿

者个人注册、志愿团队注册、活动（项目）发
布、供需对接、服务记录、组织管理、志愿新
闻、教育培训、智能匹配等功能。广大志愿者
只要注册成功，就可以搜索身边的志愿服务活
动（项目）招募信息，包含志愿服务活动名
称、志愿服务时间，发起团队等情况，这张全
城志愿服务“地图”成为志愿服务的“导航系
统”。

此外，平台还设置了志愿服务活动（项
目）展示橱窗，每一名注册志愿者都可以根据
自己的时间安排、所处地域、专业特长，自主
选择适合的志愿服务活动报名参加，由发起活
动的单位或团队审核通过后，即可参加活动。

“以前我们主要是手动填表、电话预
约。现在发布项目、认领服务都可以线上完
成，方便又快捷。”单政达说。

今年8月份，受台风影响，寿光等县市

遭受灾情。高密市志愿者协会第一时间在凤
城雷锋APP发布助力寿光灾后重建的招募
令，短短一天时间，就有300多名注册志愿
者报名参加，其中还有20多名医疗专业志愿
者。经过审核，最终100多名志愿者奔赴寿
光，帮助灾后重建。

同时，有志愿服务需求的单位或团队，
在平台注册、通过审核后，即可发布志愿服
务活动（项目），招募志愿者。通过平台，
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瓶颈，设立专业“岗
位”，让志愿服务供、需双方自主选择、充
分对接，达到资源配置的高效化。

凤城雷锋APP不仅扩大了志愿服务的影
响力，还为每一名注册志愿者建立了个人主
页，记载着志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志愿服务
信息等内容，以时间轴的形式记录志愿者的
每一次奉献历程，个人志愿时间、个人志愿简

历、公益轨迹一目了然。在有需要的时候，平
台可随时为志愿者生成个人志愿服务电子证
书。通过建立明确的流程和完整的痕迹，并将
服务时间和服务质量作为褒奖、激励、回馈志
愿者的主要依据，极大增强了志愿者的服务
认同感。

高密市还对党员参与志愿服务进行有效
管理，参与服务50小时获得兑换资格，按照
“志愿服务1小时→认定积分1分→抵爱心豆
2个”，可凭爱心豆到义仓兑换爱心物品，
兑换的物品用于帮扶困难党员群众，持续激
发党员先锋正能量；可凭APP认定的志愿服
务积分到红色书屋专柜兑换书籍。

“我们希望通过凤城雷锋APP志愿服务
平台，让志愿服务时时可报名，处处可参
与，让志愿奉献的文明之花开遍凤城大
地。”共青团高密市委书记田久增说。

开发推出凤城雷锋APP志愿服务平台

高密志愿服务更“智能”

□记者 白 晓
通讯员 隋丽君 报道
本报胶州讯 对口帮扶，胶州蹚出新路

子。11月29日，胶州市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
勒县举行新时代文明实践结对共建签约仪
式，胶州市洋河镇山相家村、三里河街道管理
村等6个村率先与策勒县巴什玉吉买村结成
共建对子，通过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和文化上
的交流，实现产业互补，民心相通。

胶州“辣椒扶贫”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精准
扶贫的典范。近年来，胶州市利用辣椒产业优

势，主动与策勒县结亲共建，助推当地发展壮
大辣椒产业，帮助辣椒种植户脱贫致富。

“种植辣椒一年提收入，两年就脱贫，每
亩增收至少2000元。目前村里的辣椒种植面
积150亩，明年将扩大到400亩。今年村里评上
了自治区的文明村，接下来还要发展乡村旅
游，初步计划扶持20个农家乐。”巴什玉吉买
村党支部书记买买提热依木·买买提明告诉
记者，“这次跟着县里来胶州考察，一是‘走亲
戚’，二是希望能学到‘致富经’、‘发展经’，通
过共建帮扶实现更多村民脱贫致富。”

胶州市山相家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创业
村，村里近年来依托种植业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产业链不断拉长，走出了产业融合转型的
新路子。“我们走过的路正是策勒县当地的村
庄正在走的，积累的这些发展模式也正是当
地需要的，通过共建，能更好更快地把种植和
旅游上的经验带给当地，以务实的举措促进
当地百姓的增收致富。”村党支部书记相锡存
说。

青岛柏兰集团董事长郭培正与买买提热
依木·买买提明的感情也是源于辣椒。去年4

月，郭培正在策勒县得知当地辣椒种植面积
不断扩大，主动提出收购意向，并承诺免费提
供优质种子和先进技术，让买买提热依木·买
买提明十分感动。后来，因为辣椒种植频繁的
交往，更让两人结成了兄弟。

这次了解到买买提热依木·买买提明的
需求后，郭培正主动表示要继续无偿提供优
质的胶州色素辣椒种子和先进的种植技术。

“今年投入2500万元，明年再投7500万元，在
策勒县打造种植、收购、加工、出口一条龙的
大型色素辣椒基地，让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
农民们早日致富奔小康。”郭培正说。

“辣椒串起鲁疆情。去年以来，胶州市与
策勒县结亲共建取得了可喜的合作成果。”胶
州市委宣传部长马锦秀表示，“借助这次文明
实践结对共建，能够更好地帮助策勒县的乡
亲们实现发展梦、富裕梦和文明梦，也为山东
与新疆的共建共荣注入更多的胶州元素。”

新时代文明实践共建融入胶州元素

“辣椒扶贫”串起鲁疆情

县域 5

□记者 田茹
通讯员 王付卿 报道
本报兰陵讯 近日，临沂市委常委、兰陵县委书记任

刚带领兰陵县考察团赴吉林大学进行考察访问，洽谈合作
事宜。

考察团一行参观了吉林大学生物与工程学院工程仿生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及主要成果展，访问了该大学植物科学
院实验室及中煦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省院士工作站，
与学校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并签署
了合作共建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科研教学实践基
地协议书。同时，聘任杨印生等四名专家教授为兰陵县科
技顾问。

兰陵县与吉林大学

签订合作协议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张建锋 吕凤臣 报道
本报莒县讯 莒县依河而建、因河而兴，绵延70余公

里的沭河纵贯莒县南北。近日，沭河两岸的项目建设现场
一派热火朝天：河西岸的老城区，一个水系环绕、古韵古
香、文脉绵长的城市综合体莒国古城正在紧张施工；河东
岸的沭东新区塔吊林立，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实施‘拥河发展’是莒县加快乡村振兴，打造经济
强县、文化名城、旅游名城、生态名城的重要载体。”11
月5日，在莒县乡村振兴暨打造文化名城、旅游名城推进
会议上，县委书记孟青说，实施拥河发展，就是把打造沭
河两岸乡村振兴生态产业带作为撬动乡村振兴的支点，在
沿沭河两岸重点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区、林水会战生态区、
美丽乡村宜居区、文化旅游景观区、振兴工业聚集区、城
市中央活力区“六大功能区”，形成“一带六区”发展格
局。

其中，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区是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建设为重点，推进现代农业“五大工程”。打造林水会战
生态区，即重点实施林水会战“双十工程”、林业会战
“十大绿化工程”。打造美丽乡村宜居区，重点开展“百
村示范、千村整治”行动、特色小镇创建行动、“城乡环
卫一体化”行动、农村“畅美道路”行动、脱贫攻坚行
动。打造文化旅游景观区，即打造文化名城、旅游名城。
同时，把园区作为乡村振兴的“发动机”，打造振兴工业
聚集区。以莒国古城、沭东新城综合体、金融中心、沭东
森林绿地为支撑，建设莒县的CBD，构建“中央活力
区”。

莒县：“一带六区”

绘就乡村振兴新蓝图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崔小玢 报道
本报沂源讯 “9月底，俺们村召开了土地承包金收

益分配大会，俺家四口人分到6000多元的土地收益分
红！”虽然已经过了几个月，可说起村里承包地收益再分
配的事，沂源县东里镇东河南村村民张波依然十分激动。

几个月前，东河南村通过清理规范承包地、依法收取
承包费，并进行收益再分配，全村210余亩四荒地共收取
承包费31万元，村“两委”拿出12万元对没有土地村民进
行补偿，拿出97600元按人口进行分配，拿出2万元对积极
上交承包费的户进行奖励，余下资金纳入村集体收入。东
河南村成为东里镇激活农村承包地的第一个成功示范。

在龙王峪村，杂草丛生的荒山被整改成一级级梯田。
龙王峪村借土地占补平衡项目的春风，将14亩荒山荒坡进
行坡改梯，整理出70余亩土地，准备发展黄金桃种植。东
里镇农业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王润德说：“目前我镇第一
期占补平衡项目涉及八个村，项目完成后可净增耕地900
余亩，大量的四荒地都活起来了。”

目前，东里镇13个试点村已有8个完成承包费收取工
作，其中4个村收入超过10万元。年底前，全镇所有的村
都将完成承包费和合同的清理整顿，彻底消除集体经济空
壳村。

做活土地文章

破解增收难

□张誉耀 报
道

位于邹城市崇
义路红星美凯龙对
面的新型生活垃圾
压缩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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