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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文骐

“我在村党支部干了31年，原来村里没有这
个事儿。从去年新班子上台后，开始给老人们发
福利。领到福利，我很满足。”寿光市营里镇北
半截河村村民李超胜说。

春节前，李超胜从村里领了属于自己的慰问
品。变化来自村委新班子。2017年12月，1985年
出生的张卓，干上北半截河村支部书记，带领北
半截河村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换届选举后，村党支部喊出“家有一老，如
有一宝”的号召。春节及中秋、重阳等佳节，北
半截河村支部书记、党员带头，在外能人参与，
对村内老人开展走访慰问。

2017年是张卓、张雷两个人给村里80岁老人
过年过节发福利，现在孝老团队越来越大，发展
到了6个在外能人。春节、中秋节、重阳节发放
过节慰问品开始形成了惯例。仁禾种苗张乐涛、
春雷化工张雷、羊口吊车队张志伟、杨元峰等6
人听到村里的号召后，每人凑到村里3000元，作
为这次给75岁以上老人及贫困户、低保户过节发
福利的慰问金。

“现在参与人员越来越多，受益范围越来越
大，慰问标准也越来越高，影响面越来越大，逐
步引领起北半截河村孝老爱亲的传统，起到了
‘凡事孝为先’的优良效果，引领了村风的好
转。”张卓说。

1月27日，北半截河村里锣鼓喧天。王好云
的弟弟王端云和营里镇新庄子村党支部书记王学
兆将印有“冰河救人 见义勇为”的锦旗送到了
北半截河村感谢半截河村委和张书富、肖泮湘和
李景龙的救命之恩。

“我二哥拾荒落入水中，北半截河村村民们
救了我二哥一命，我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王端云说。

1月21日下午一点多，65岁的王好云在拾荒
时不慎掉入了北半截河村村西的湾塘里，正当呼
救时，被北半截河村巡防的村民、党员张书富、
肖泮湘等发现。

“我当时正好在湾边，一下子看着他在吆
喝，光看着露着头，我赶紧叫着肖泮湘跑过来，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湾塘边。当时从近处拿
了一根棍子，寻思把他拉上来，可怎么也拉不上
来。我俩只好直接下到水里去，把他拉了上
来。”张书富说。

在这次救援中，北半截河村党员巡逻队起
了关键作用。“我村巡逻队伍成立，每队一位
党员带领，不定期巡逻。正是这种党员和群众
的巡逻和无私奉献，救了王好云老人一命。”
张卓说。

张卓为首的新班子上任以来，注重党建场所
建设。改造升级党员活动场所，翻新扩建了党员
活动室，做到“一室多用”，使活动场所既是党
员活动室，又是老年人活动中心、还是儿童爱心
候车室。突出抓好党建带妇建，充分发挥文艺爱
好妇女的作用，组建妇女健身操队。在上口镇文
化艺术节广陵片汇演中，总计22个节目，北半截
河村占了7个。

在综合治理中，北半截河村109个车库全部
清理干净，花费仅一万余元。

凭借出色的成绩，北半截河村成为了全市的
文明单位和镇上的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其实，我们新班子经验还很不足，村里的
集体经济也很薄弱。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拓展
村民致富增收手段，搞好村庄经济发展和美丽乡
村建设，让北半截河村的明天越来越美好。”张
卓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在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1989年出生
的李万庆玩着两个彩椒温室大棚。这两个大
棚，一个建于2015年，长270米。另一个建于
2016年，长370米，实种面积八亩半，是个高标
准大棚。

“建第一个棚时贷款近20万元，建第二个棚
时贷款60万元，当时压力很大。现在已经还完欠
账，心里踏实了。”李万庆说。

2017年时，彩椒价格到了每斤8元多，李万
庆一个棚的收入就达到45万元。到2018年底，李
万庆还完贷款。“两个棚一年的毛收入能达到70
多万元，刨去投入，一年净收入能到4 0多万
元。”李万庆告诉记者。

今年是李万庆回家种棚的第六个年头。之
前，他在外面修车七八年，一个月能收入五六千
元，除去家庭开支，存款所剩无几。结婚后，李
万庆的老婆孩子都在老家，他的父母在家里种
棚。看着种棚的效益不错，他就想回家种棚。

刚回来时，李万庆与父母共同种着两个100
米长的大棚。2015年，掌握了一定种植技术的李
万庆，决定自己建棚。

“一开始父母也不放心。当时东斟灌村组织
一些人出去参观，学习比较先进的技术、管理方
法，我也跟着出去学习。”李万庆说。

为了种好菜，李万庆没少努力。他总是
利用农闲时间学习种植技术，并且大胆接受
新鲜事物。看到村里那些年龄大点的人，种
的那些棚都是第二代、第三代大棚，已经很
落后了。像浇棚，到现在都是放大水，背着
小喷雾器打药，放风也得用手拉，效率低，
收入少。这种生产方式可不行，李万庆就想
建设新式大棚。

“我的棚，现在都是自动放风机，电动
的。两个棚实种面积13亩，通过地老虎，拖着那
个打药机，5小时就能打完药。”李万庆说。

在李万庆的带动下，东斟灌村回乡创业的年
轻人越来越多，光种棚的就有40多人，他们个个
都建起了高标准的蔬菜大棚。

“对回来种棚的年轻人，我建议怎么也得弄
个200多米长的新式大棚，一年赚个十几万元很
轻松，比在外面上班强。”李万庆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因为智能机器人课堂，激发了我的好奇
心。将来我想做一名机器人设计师，创造更多
为大家服务的机器人。”寿光世纪东城学校初
二学生刘艳宁说。

这堂课，是在寿光市中学生综合实践基地
上的。该基地是寿光市最大的创客基地，开设
了智能机器人、无人机、3D打印、沙画、创意
木工坊、激光雕刻、创意编程等最前沿的创客
课程。

“将知识与趣味相融合、学习与实践相
结合，为同学们提供了全新的课堂形式和课
程内容，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启
迪了他们的创造梦想。”基地副校长王京光
说。

2018年，寿光筹建潍坊海洋科技职业学
院，开工建设徐家学校、经济开发区实验学
校、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弥水电商小镇学
校、圣城中学幼儿园等学校（幼儿园），新增
中小学学位6630个、幼儿学位2610个，进一步
缓解城区中小学、幼儿园大班额、入学入园难

问题。
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所想所盼，寿光强治

理、惠民生，2018年市财政用于民生领域的支
出达到81 . 7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82%。

2018年，寿光中医院病房大楼、文博小学
等民生项目建成投用，金光街、渤海路、济青
高铁连接线等一批重点道路建成通车，完成
5342户老旧小区的供暖改造，供热服务质量明
显提升，空气优良天数达到227天。

营里镇周家村村民周各祥，现在住在新建
的房子里。2018年8月的洪水，造成他家老房子
倒塌。“入冬前，镇上和村里帮俺家把新房建
好，烧起了煤炉，送来了棉衣棉被，这个春节
过得很暖和。”周各祥说。

在周各祥新房的一角，贴着一张“灾后受
损民房恢复重建工作便民联系卡”，上面列出
了医疗救助联系人、市直部门包靠联系人、镇
街包靠联系人、所在村包靠联系人等相关负责
同志。“他们常来受灾严重的村里转转，帮着
干干活，看看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周各祥
说。

为做好灾区冬春救助、温暖过冬工作，去

年寿光民政部门联合村镇梳理出困难群众共计
4414人，并全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救助。

据了解，去年寿光共为2000名持证残疾人
免费提供辅助器具和基本康复训练服务，为
300名贫困残疾人免费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
实现全市0-9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全覆盖
和残疾学生、贫困残疾人子女助学补助全覆
盖。

去年，寿光对全市重性贫困精神病患者实
施健康扶贫行动，住院发生费用经报销后剩余
部分由市财政给予全额救助。对65岁以上老年
人免费开展一次健康查体，对35岁-64岁农村
妇女免费进行“两癌”筛查，对二年级小学生
免费实施牙齿窝沟封闭，对计划生育独生子女
家庭及特殊家庭实施奖励扶助行动，为各类特
殊群体提供更多关爱。

金光街是寿光城区的主干道之一，但由于
路面老化，加之路面宽度受限，车辆通行压力
倍增。2018年4月初，寿光市开始对金光街实施
改造升级，当年11月30日通车。金光街改造工
程，东起金海路西至古槐路，全长3800米。这
次改造，充分融合了人性化、生态化、节能环

保等新型理念，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充分使用新
材料，并融合海绵城市建设，不仅缓解了交通
压力，改善了居民出行环境，也大大提升了城
市整体形象。

在交通优化上，2018年寿光完成济青高铁
青州北站与G308连接线、大沂路北伸等新建县
道工程；启动滨九路拓宽改建和寿尧路南伸项
目，打通与周边县市区的快速连接通道；完成
圣阳东街、北海路北伸等城区断头路贯通工
程，完善城市路网功能；建设西城公交场站、
升级公交调度系统，在城区主要路段，建设限
时公交车专用道，在部分路口安装公交优先信
号设施。同时，寿光还投放了300辆共享电动
汽车，建设完善交通配套设施，倡导绿色低碳
出行。

去年11月16日，寿光市镇街卫生院基础设
施建设PPP项目合同正式签约。该项目是2018
年寿光市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将新建（改建）
稻田医院、侯镇医院、上口医院、田柳医院、
古城医院5处镇街卫生院，总投资约3 . 2亿元。
目前，正在组建项目公司并完善开工前的各项
手续。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现在家庭都富裕了，不需要的东西都收
拾走，有用的摆放整齐，家里干净整洁，觉得
舒心。”寿光市洛城街道屯西村村民宋美芳
说。

记者看到，宋美芳家楼道内干净清爽，客
厅内时令花卉合理搭配。今年初，宋美芳家被
评为洛城街道“最美庭院”。在洛城，共有
1180户人家成为“最美庭院”。

“自家都不美，何谈美丽乡村？”洛城街
道饮马村党支部书记范兴昌说，“去年，在街
道党工委的积极发动和‘最美庭院’示范户的
带动下，每家每户都把自家打扫得十分利落。
以前，很多村民院子里堆着杂七杂八的东西，
现在院子里种上花草树木。”

洛城街道复兴村党支部书记李美云说，争
创“最美庭院”，其影响不仅限于一个个农家
庭院，还可以改变村民的生活习惯，进而影响
他们的生活理念，进—步激发村民对美的追
求，提升美丽乡村的整体面貌。

2018年以来，洛城街道把创建“最美庭
院”活动作为助推美丽乡村建设的“细胞工
程”，重点创建示范村及“最美庭院”示范
户。对照标准，全街道1180户创建为示范户，
街道建立了“每天一次清扫、每月一次督查、
每季一次检查”长效机制。

户户想争先，村村比着干。在“最美庭
院”创建中，洛城街道118个村创新作为，分
别制定了符合自己村实际的“最美庭院”评选
标准和机制。屯西村细化了“最美庭院”评分
标准，村里聘请第三方机构，成立“最美庭
院”测评组，利用3天时间，对全村900户进行
逐家入户测评工作。评出 5 0 0户“最美庭
院”，村里拿出15万元奖励，每户奖励300元，
并在家门口挂牌。

屯西村村民赵艳波说：“这次评比，大家
参与的热情高涨。村民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
力，有的买了花草进行装饰，有的重新调整了
家居布置，楼道、家里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洛西村成立了“最美庭院”评审小组，由

村“两委”成员、楼道长共20人，逐个楼道打
分评比，共评比一等奖6个、每个奖励3000元，
二等奖5个、每个奖励2000元，三等奖3个、每
个奖励1000元，并把红旗挂在楼道内。

在古城街道贺西、贺东村的街头，原本平
常的瓦罐成了“花盆”，农户家的墙壁成了
“花架”，胡同成了街景，墙壁成了景观，屋
后成了游园。这一切，都离不开村里的妇女
们。

据了解，古城街道各村纷纷成立了美丽庭
院“姐妹监督团”，轮流检查各家庭院地面卫

生、物品堆放以及绿化美化等情况，并实行打
分制，通过一月一检查、一季一巡查的方式，
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去年，古城街道在杨家、贺东、贺西3个
村开展了“巾帼美家”行动，表彰了1次最美
家庭、举行了2次大评比、组织了3次集中清
理，评选最美家庭1097户、好婆婆1017名、好
媳妇1068名。

“下一步，将通过巾帼美家，推动美丽庭
院从‘盆景’向‘风景’转化，实现美丽乡村
再升级。”古城街道妇联主席张艳春说。

在圣城街道仁和村，道路整洁，户户干
净。“原来整理家务就是随自己意，没什么标
准也没啥要求。现在有美家标准，还打分排
名，不论是婆婆媳妇还是家里大老爷们都上了
心。”仁和村村民张秀玲说。

“美丽乡村不仅要外在美，内外兼修才是
最美。”寿光市妇联主席崔凤芹说，我们倡导
从细微之处着手，组织家家户户集中清理庭
院、厨房、卫生间的垃圾杂物，引导妇女姐妹
树立文明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积极参与到美
丽乡村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提升行动中来。

寿光去年82%财政支出用于民生

美丽乡村，从家庭做起

小村喜事多

“棚二代”年收入

40多万元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2月16日上午，寿光市稻田镇崔岭西村现
代大棚园区内，棚主崔江元正在拨弄着他的手
机。他可不是在玩，而是在用手机“种菜”。

崔江元的大棚是寿光最新的“第七代”大
棚，已经全面实现了智能化。大棚里的温度、
湿度、采光等各项指标，都会实时显示在手机
终端上，并可通过物联网调节控制。

“平时在家里按按手机，就能控制滴灌、
喷药、灯光、水肥等。种菜没有过去那么累，
产量和品质还都提高了。”崔江元说。

崔江元的这个棚，面积2 . 5亩。2018年，他
种了两茬菜椒和西红柿，产量约有10万斤，毛
利润约15万元，一年就收回了建棚成本。崔岭
西村有260多家农户，共有350多个大棚，每一
个大棚都像是一个农业生产车间。

这是寿光蔬菜大棚园区化的一个缩影。在
2月13日举行的寿光三级干部会议上，潍坊市
委副书记、寿光市委书记林红玉说：“要立足
世界一流、国内领先，拿出比以往更大的决心
和精力，实施新一轮蔬菜产业革命，以园区
化、品牌化、标准化、智慧化、融合化引领蔬
菜产业发展，让寿光菜成为‘健康菜、绿色
菜’的代名词。”

在圣城街道于家村，集设施农业、观光农
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于一体的生态田园综
合体项目，刚刚建设完毕，大棚内已栽种好油
桃、西瓜、火龙果等反季节水果。

2000年，于家村开始大规模种植大棚油
桃。由于大棚建成时间已久，产量下降，近年
来村民收益受到影响。为此，于家村“两委”
带队多次外出考察学习，最终定下了“提升油
桃价值，抱团走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

2017年7月，于家村拆除40多个老旧大棚，
规划设计占地200亩的新园区，可容纳11个高温

棚、5个拱棚，外加一个1万平方米的连体拱
棚，以村民入股的形式，实行统一管理方式，
建设反季节水果种植区。

“抱团发展，一致对外。现在的这种方
式，让我们对产品有了定价权。”于家村村民
吴学仁说。

“消费者需要无公害、绿色的，甚至达到
有机标准的农产品。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农产品
的质量提上来，真正做到有机种植。”于家村
党支部书记高象鹏说。

“规模化生产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只
有加快由原来的一家一户生产向规模化生产转
变，才能做到生产有标准、品质有保障、质量

可追溯。”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秀欣说，
今年寿光要抓好新规划建设的18个重点园区，
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建设高端现代园区，逐步实
现所有园区一个标准生产、一个品牌销售、一
套体系监管。

据了解，2018年寿光市规划建设丹河蔬菜
产业提标增效示范区、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试验示范推广基地、纪台设施农业试验示范
区、上口标准化蔬菜生产示范区等重点园区。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试验示范推广基
地，是省部共建国家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配套
项目。该项目围绕新品种选育、种苗繁育、防
治技术、投入品等环节，进行覆盖产前、产

中、产后全过程的标准集成试验。各种先进设
备和技术的落地应用，从源头上保证瓜菜品
质，进而引领寿光蔬菜向高端化、品牌化发
展。

该基地蔬菜种植管理员王大川说：“这个
园区的蔬菜品种正在逐渐走向高端品牌，最终
达到无公害有机蔬菜标准。”

营里镇东道口村的孙玉果在万亩蔬菜园区
种植的草莓，网上每斤售价达到20多元，还供
不应求。多年来，孙玉果一直在研究大棚水果
种植。他承包了一个大棚，实验草莓与火龙果
套种，取得成功。

2018年，营里镇制订了全镇蔬菜大棚园区
发展三年规划，出台实施意见，计划每年建设
两个 500亩以上大棚园区。同时，该镇出台
为种棚户提供每亩300元的土地租赁费补贴等
扶持政策。在此基础上，营里镇引入蔬菜产业
集团，开发建设绿色食品基地，农户可以到基
地租赁大棚。这个办法，帮助了部分想建棚又
确实没有资金的农户。目前，全镇已建设孙家
庄、孙河南、北河及万亩园区4处500亩以上蔬
菜大棚园区。

在万亩园区，刘贝共计投资300多万元，
新建了13个高标准大棚。营里镇党委派出专人
帮着他办手续、跑贷款。截至目前，13个大棚
已经实现销售收入150万元。“不到两年，肯
定能回本。”刘贝说。

目前，营里镇万亩园区已动工5800亩，包
括品质蔬菜生产园、对俄出口蔬菜生产基地一
期、对俄出口蔬菜生产基地二期、休闲采摘
园、植物博物园、阳禾苗木观赏基地等6个项
目。

“我们将进一步提升园区品质建设，通过
园区带动，让种大棚蔬菜成为群众的自发行
动，种出高品质蔬菜。”营里镇副镇长徐金凤
说。

“五化”引领寿光蔬菜产业革命———

一个大棚就是一个生产车间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菜农唐廷华，在自家大棚内安装了智能补光灯。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圣城街道组
织妇女，到古城街道
“最美家庭”示范户
家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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