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聪聪 报道
12月1日，利津县凤凰城街道店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队的小小志愿者们，正在为元旦联欢会排练经典国
学诵读。自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开展以来，凤凰城街道依托
志愿服务活动，真正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关
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本报通讯员 段慧 志华

一块寸土寸金的宝地，如果都用来搞纯
商业开发无疑是来钱最快的；一座川流不息
的大桥，如果收费通行肯定会轻轻松松日进
斗金；而要想解决遗留多年的下岗职工社保
难题，要整体搬迁黄河滩区的十几个村，可
能是贴钱费力还要担风险……然而记者在齐
河县采访中发现，其决策者面对这些问题时
作出的选择是，不看一时得失，舍得真金白
银，用好上级政策，做足绣花功夫，算全局
账、长远账、民心账、环境账，让老百姓有
真切获得感的同时，提升了党委政府的威信
和城市的品位。

石登圣是原国有齐河县酿酒厂的一名老
职工，多年前企业停产后下岗自谋生路，年
近60岁却因社保欠缴无法退休养老。存在类
似历史遗留问题的下岗职工，截至2016年，
齐河县有近万人，其中工业系统就有23家企
业涉及4700多人。

县经信局改制办主任张浩多年来一直和
这些实际破产状态的留守企业人员打交道，
深知其中之难：很多是处于“无场所、无收
入、无管理人员”状态，住着“老破小”，

社保有的已20多年没缴。这几年，国家棚改
政策力度大，但如果仅仅依靠棚改，仅乔迁
前后产生的费用就是这些留守人员很难承受
的。

如何一揽子解决这些历史欠账？经过通
盘考虑齐河决定，政府兜底，棚户区改造与
企业改制清算同步推进。去年政府出资为石
登圣缴纳了6 . 7万元社保，按照工作年限还
能拿到一笔经济补偿金，此后每月可领到
2800多元的退休工资。同时依照棚户区安置
优惠政策，拆迁后他在环境更好的新小区以
成本价获得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楼房。企业
改制涉及问题面大量广，近两年齐河各相关
部门全力靠上，做了大量细致工作，目前已
有4000多人享受这一政策。按照计划，齐河
将用3年左右时间，拿出12亿元将这部分人
的住房和养老问题一并妥善解决。

65岁的祝阿镇李家岸村村民李庆才，最
近没事就要到位于齐河黄河生态城正在建设
的滨河社区逛逛，“这个地方环境好啊，周
边是公园景区，还有配套小学。盼着赶紧搬
进来，孙子就能在家门口上学啦！”

李家岸村是黄河滩区村，李庆才的家原
来就紧贴着一道坝。他告诉记者，1978年的
政策叫“公盖民住”，国家帮助建起了村台

和4间屋，到现在已经40年了，中间经过翻
盖但村台还是当年的。如今黄河“十三五”
防洪工程又需要将村子搬迁，他一家7口
人，换购了三套房。

这一工程涉及到全镇15个村2300户近
8000人，全部整体搬迁到两个大的社区。祝
阿镇副镇长马强向记者介绍，为最大限度让
利于民，拆迁换购价格为850元/平方米，这
与10年前的标准持平，而周边地区的商品房
价格已经达到7000/平方米，远超当年。其
实，虽然搬迁争取了国家征地移民政策，但
是拆迁安置加上高标准的社区配套，县里还
需要多拿出近10亿元。在拆迁过程中，县镇
村干部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千方百计帮助群
众照顾利益，获得了普遍支持。

近期记者在齐河采访过程中，发现这样
的“赔本”买卖还真不少。在县城南的黄金
地段，2017年在房地产最火爆的时候，齐河
却投资5000万元建设了7 . 5万平方米用于体育
健身、休闲观光的园林式体育公园；同样是
待开发的黄河国际生态城，齐河出台规定，
建设开发面积不得超过1/3，其他的留给水
面和绿地，并投入5亿元建设黄河水乡国家
湿地公园；今年5月由县政府投资12亿元的
齐河黄河大桥通车，德州、济南两地七座及

七座以下车辆是免费通行，目前已减免通行
费约3000万元；今年8月起实施的针对工业企
业建设项目基础设施配套费等一系列减免政
策，已经减少了政府收费8540万元……

记者就此向齐河县长滕双兴求证，“其
实这些不能算是赔本。”他又向记者算了几
笔账：大桥免费从长远来看加速济德等地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顺畅对接，对
双招双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实施企业改制
清算和棚改同步推进，将解决上万个家庭的
生计问题，消除了不稳定因素，赢得了好口
碑；黄河滩区搬迁，保障了防洪安全这个大
局，改善了村民居住条件，助推了高效农业
和文旅产业发展；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基础设
施配套费减免，实际上是在为民营经济、实
体经济发展松绑减负；先造环境再造城，是
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提高了居住品
质，提升了城市品位。所有这些，对于齐河
的未来发展都是重要利好……

“多做顺民意、惠民生的实事，多做打
基础、利长远的好事，对历史遗留问题不回
避、不推脱，动真碰硬、主动化解；把作风
建设贯穿改革发展全过程，以发展成效检验
作风建设成效，这是党委政府工作题中应有
之义。”齐河县委书记曲锋表示。

对遗留多年的下岗职工社保等难题动真碰硬主动化解

齐河：政府“赔本账”算出群众“获得感”

□本报记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李倩

深秋的莲花山庄里，古色古香的竹屋民
宿，碧绿如洗的莲花湾，在蓝天白云映衬
下，山青青，水潺潺，秋风拂面让人心情舒
畅。青岛市即墨区龙泉街道莲花山庄已然成
为城乡居民崇尚自然、体验田园生活的亮丽
名片。

“上次去咱街道的合作社大学里听教授
们讲了一堂乡村旅游课，回来就配套建上了
农家宴、民宿、垂钓场，现在农庄的游客翻
了好几番，人手实在忙活不过来。”莲花山
庄负责人王为国正在跟汪河水南村村委会主
任商量着，计划从村庄招聘到更多的劳动

力。
“为了培育土生土长的人才，我们建立

了农民合作大学和田间学校，邀请青岛农业
大学教授、农技局专家、企业负责人等‘土
专家’‘田秀才’现场讲授致富经，提升农
民专业技能。”龙泉街道组织委员周磊介
绍，技能培训班主要以民宿、农家乐、无公
害农产品等特色产业课程为主，目前全街道
已经发展了各类休闲农庄、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200余家，培育各类新型职业农民2000余
人。

龙泉街道发生的变化，与当地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不谋而合。龙泉街道依托辖区东部
片区莲花山、莲茵河的自然环境优势，串联
沿线的美丽乡村和休闲农庄，全力打造了

“莲花山·莲花湾”乡村振兴示范区，并引
进北京林业大学研究基地、中国石油大学科
研基地及各类专家学者以及专业技术人才
200余人。

为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即
墨启动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采取政府购
买服务形式，委托12所田间学校根据各自特
色独立实施培训。预计3年内，重点培训农
产品加工业、农村创业创新、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等三类技能人才共699人次，建设起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即墨在培育本土人才的同时，还注重引
进和利用外部智力，通过建立高等院校合作
机制、制定乡村人才引进计划等，把优秀青
年人才引进来，把促进乡村发展的项目引进

来，最终为乡村振兴提供“原动力”、提升
“加速度”。即墨柳林村临近一汽大众、一
汽解放两个大项目，村庄借势建立大学生创
业基地引进十多个大学生人才，发展服务
业。

本土人才最了解本土资源优势所在，即
墨借助外部智力，发挥本土“能人”因地制
宜发展乡村产业的资源利用效应，走出了一
条“特色资源——— 特色产业——— 脱贫致富”
的路子，实现农村资源优势最大化。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即墨按照因
地制宜、整合资源、融合发展原则，高标准
规划打造了一批乡村振兴综合示范区，一批
爱农业、懂技术、善管理的农民正在华丽转
身为“新农人”。

既培育本土专业人才 又引进利用外部智力

即墨补齐乡村振兴人才“短板”

□记者 王洪涛
实习生 张义霞 通讯员 孙志鹏 报道
本报沂水讯 沂水县龙家圈街道甘河村贫困户邢玉锡

10月10日去银行将本年度的产业扶贫项目分红款5248元取
了出来。“多亏了街道的产业扶贫项目。”刑玉锡告诉记
者，他们一家是重特困户，妻子、女儿智力残疾，15岁的
儿子正在上学，家庭十分贫困。产业扶贫项目分红让他这
一家暂缓了生活压力。

据了解，为提高贫困户收入，帮助贫困户脱贫，龙家
圈街道共申请到1129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筹建草莓大
棚、蔬菜大棚、光伏发电等11个产业扶贫项目，年收益近
90万元；建设峪子社区就业服务中心等精品项目，覆盖街
道共628户946人。同时采取收益差异化分配方式，重点帮
扶街道重特困户，分红最多的户达到5500元，户均分红
764元。

产业扶贫分红

助贫困户增收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殷宪昊 报道
本报枣庄讯 “现在街头、大桥上、中心路口、小区

门口、道路转弯处，都安装了摄像头，这就等于有人全天
候盯着各个角落，老百姓的安全感比原来提高多了”。12
月3日，家住薛城区燕山国际小区的王大爷高兴地说道。

今年以来，临城街道投资70万元实施了“雪亮工程”
建设，27个村居200余个重点部位架设了320余个视频探
头，实现了区域要害部位、交通要道、治安卡口、重要目
标、治安复杂场所和交通繁华地段全覆盖，对犯罪分子产
生了震慑，“两抢一盗”等侵财性案件发案率明显降低。

临城街道

“雪亮工程”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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