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丁兆霞 杜辉升
通讯员 柳陆青 李慎平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去年年底已完成公务用

车的GPS对接，现在不仅是行驶路径，连车
辆油耗、行驶里程、维修保养等情况都可以
实现全方位监控。”2月18日，日照市东港
区行政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主任辛阳在接受案
件回访时说。

去年下半年，东港区行政事务管理局针
对公务用车管理、维修、加油卡管控情况，
分派明察、暗访两个小组，对全区11个街道
和5个区直部门进行了抽查，发现不规范行
为20多起，处置违规车辆3台，并专门印发
通知在全区开展公务用车管理自查自纠活
动。同时，从派车领导审批和公务车加油卡

管理两方面进行规范，要求各部门单位对加
油卡的充值、使用台账专人管理，公务用车
使用必须经过三层审批，每周固定两天由管
理员跟车加油。

谁能想到，这场全面整改的“风暴”，
是由一张小小的加油卡引起的。

事情要从省纪委的一个转办件说起。去
年5月，日照市纪委监委接到省纪委转办的
一条问题线索——— 东港区南湖镇司机王某疑
似存在违反公务用车管理规定行为。为尽快
查明真相，办案人员调取了涉案加油卡的中
石化台账对账单，结合使用该卡的公务车油
耗，对2016年12月3日至案发时的125条台账
记录逐条比对，并跑遍市区所有使用过该加
油卡的加油站，调取视频资料，取得了王某

私车公养的直接证据。
铁证如山之下，王某对自己的违纪行为

供认不讳。经调查，2017年10月至2018年5
月，王某先后8次使用公务车加油卡为自己
和他人的私家车加油，累计金额达1000元。
案件查实后，东港区纪委监委给予王某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给予负领导责任的该镇党政
办副主任滕某党内警告处分，并对其他相关
责任者进行诫勉谈话。

此案虽已了结，东港区纪委监委却并没
有“偃旗息鼓”。针对调查中发现的整个南
湖镇党委政府甚至其他部门单位也不同程度
存在的公务用车管理失控问题，东港区纪委
监委向东港区行政事务管理局发出监察建议
书，督促其进一步规范公务用车管理、燃油加

注和车辆维修制度，严格落实和监督检查，并
建议各级各单位以此案为鉴，自查自纠，规范
和加强公务用车管理，防止类似问题发生。

“监督就是要经常‘拉拉袖子’，对存
在的问题找根源、列单子、提建议，在处理
个案问题的同时，总结分析涉案领域存在的
普遍性问题，扩大治理面，强化整个领域的
廉政风 险 防 控 ， 当 好 ‘ 哨 兵 ’ 和 ‘ 探
头’。”东港区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宋军玉
表示。据悉，去年以来，为做好执纪审查
“后半篇文章”，东港区纪委监委已向区农
业局、区商务局等8个镇街道和部门单位发
出监察建议、纪律检查建议共计8份，督促
整改社区财务管理、依法履职等方面的突出
问题17个。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石勇 王业婷 报道
本报齐河讯 “晏城街棚户区西市场地块正在拆除；

县医院新院区综合病房楼封顶；“周末剧场”优化提升方
案……”春节假期上班后，齐河确定的“十大民生实事工
程”大干气氛浓厚。

齐河县要求，把抓落实体现在惠民生上，用百姓幸福
度考核工作“落实度”。通过征集群众期盼，确定了人居
环境、文化惠民、教育惠民、农村道路及老有所养提升，
城乡群众安居、医疗条件改善、城区供暖扩容、农村饮水
安全行动、公交便民惠民等十大民生实事工程。包括新
（续）建棚改项目21个、改造农村公路122公里、建成25
处游园、新建乡镇污水处理站13座、新建4所幼儿园、续
建38处农村教学点，年内建成县人民医院新院区等，经县
人代会审议确定，面向全县公开。

建设过程中，齐河坚持“阳光操作”，让群众知晓实
施什么民生项目，采用何种方式，明晰具体的完成时间、
责任人等相关内容，便于监督，重点工作各个节点跟踪督
查。按照市场化运作模式，重新组建齐河城投、齐控集
团，破解资金难题。去年全县全年民生支出31亿元，占财
政总支出的84%。

齐河：民生实事
大干气氛浓厚

一张加油卡引发全方位监督“扫描”
东港区做好执纪审查“后半篇文章”，认真开展公务用车管理自查自纠

□孙亚飞 赵永斌 梁启强 报道
本报高唐讯 2月24日，在高唐县杨屯镇施屯村马春

花的草莓大棚内，火红的草莓娇艳欲滴，甜香的草莓味扑
鼻而来。“这片是专供电商的，这片是专供采摘的……”
指着棚内划分的小“片区”，今年41岁的马春花还不忘自
卖自夸一下：“俺的棚里有四个绿色名优品种，每种都香
甜味美，吃过之后保证变成回头客。有了好政策，还得有
个好劲头。好日子都是奋斗出来的，俺的草莓都是‘奋
斗’牌的。”

如今的马春花满面红光，却也曾是当地精准识别的贫
困户：老人年老体弱，丈夫因病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却
仍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一家人仅靠马春花种地过活，日子
过得相当紧巴。

2017年，马春花在扶贫政策的帮扶下，建起了三座草
莓大棚，试种了“甜宝”、“白雪公主”两个草莓品种。
“当时村里都在种蔬菜，俺不想跟风，就想种草莓。”马
春花回忆道，由于当时村中发展蔬菜产业，草莓大棚显得
格格不入，自己也只得自学草莓种植技术。凭着一股子倔
劲儿，马春花还真就把草莓种成了，而且因为品质、品相
双达标，当地市场被迅速打开。“受人启发，俺又开始在
网上卖草莓。后来竟然有北京、天津的大超市跟俺联系，
当年俺就净挣了18万元。”

从贫困户一跃成为村里的“致富明星”，马春花感觉
像做梦一样。村里人开始称呼马春花为“草莓大姐”，越
来越多的人到棚内参观学习，这些都让马春花种植草莓的
干劲儿更足了。2018年，“乡村振兴”的东风再次叩响了
马春花的大门——— 名不见经传的施屯村也有游客来采摘，
这让村里的草莓大棚火起来。

为了让自家的草莓卖出好口碑，马春花坚持不断学
习，并被评为中级农艺师职称。而“妙七”“乡野”两个
新品种的引进，也让马春花得到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可。“春
节期间是草莓销售的旺季，俺每天都能销出300多斤草莓，
一天就能挣万把块。”马春花喜滋滋地说，“春节以来，俺的
草莓大棚也是全天候开放的，来的人不少，俺们一家人都是
在棚里过的年。俺准备再引进两个草莓新品种，继续扩大种
植规模。现在村里有人跟着俺学种草莓。只要他们愿意学，
俺就愿意教，带着大家一起靠种草莓致富奔小康。”

马春花种出
“奋斗”牌草莓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茜 王飞

2月20日，记者来到仕达思生物产业(山
东)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晓鸿给我们讲了一
个人工智能仪器挑战医学专家的故事。

2018年12月23日，仕达思在自己的实验
室内展开了公司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仪器和
3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形态学诊断的比赛。在
实验室内，一名工作人员将事先准备好的500
例妇科病理标本，逐个送进人工智能仪
器——— 微生态高倍镜检分析系统中。仪器通
过高倍显微镜对标本进行快速扫描，不断聚
焦对焦、采集图像后，自动捕捉病原体并进行
自动识别，根据识别结果生成报告单。而另一
旁，3名专业技术人员则通过普通显微镜对同
样的500例标本进行人工肉眼镜下分析。

比赛结果让人惊叹。人工智能仪器仅用9
个小时处理完了500例患者标本，而3名专业
技术人员则用了16个小时才完成。“仪器和人
工分析结果的准确度是一样的。”仕达思生物
产业(山东)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邵大陆说。

这套人工智能仪器是由仕达思与山东大
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合作研发
并推向市场的。该仪器填补了我国妇科感染
精准诊断的一项技术空白，造价只有进口设
备的一半。

莱芜医药产业园是济南市莱芜区委区政
府集中全力打造的经济发展新引擎，由医药
产业制造园区、医药产业孵化园区、医药产业
综合公共服务平台三个功能板块组成。目前，

已有独墅联盟、珅诺基、华安生物、华润医药、
禾宝药业、宏葵生物等企业落户，产业集群效
应显现。

2月20日下午，在莱芜医药产业园仕达思
生物产业(山东)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公司公
共事务部经理王云竹正督促工人加紧施工，
力争早日投产。

说起公司落户莱芜医药产业园，王云竹
感触颇多：“注册公司那天，因为业务需要急

需赶回济南市区，莱芜区的相关工作人员为
此特事特办，仅一上午就完成了注册手续。”
莱芜区这种狠抓落实的工作作风以及一对一

“管家式服务”的理念，让谢晓鸿再次认定：项
目落地这里是正确的选择。

通常来讲，一位女士在化妆之前都会经
过一系列的基础打底工作，底子打得越细致，
妆容越光彩照人。位于莱芜医药产业园内的
禾宝医药，在全国首次提出中医药药妆概念

后，把一年的时间都用在了打厚企业底子上。
禾宝医药总部位于北京，董事长张科建

是莱芜人。2017年，企业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
点，开始研发功效性中药化妆品。“整个2018
年我们都在作不断的调整，包括产品方向、团
队建设等，这些基础工作都为2019年的发力
打好了底子。”张科建介绍，现在企业对产品
和消费人群的定位更加明晰。

在前期全国范围考察选址期间，张科建
曾经将厂址选定在天津，但一次机缘巧合，让
他将目光转投向莱芜。在一次回莱芜老家时，
张科建应区领导的邀请参观了莱芜医药产业
园，也就是这一次参观，让他改变了主意。

“这里建起了标准化医药产业园，有十几
家同领域的企业并肩发展。”令张科建欣喜的
是，产业园内布局合理，设备齐全，从办公区
域、生产车间到实验室设备都为禾宝量身打
造好了，把禾宝放在这里，可以说是“拎包入
住”。

产业园内，禾宝成为了建设速度最快的
一家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有了企业启动金
等扶持资金，厂房于2017年4月动工建设，6月
份全部建成，2018年4月投产，5月份销售启动，
所有进程一气呵成。

目前，禾宝的中药药妆产品已成功进驻
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并以北京为中心，在
全国300多家医院为患者解决了皮肤病问题。

“今年是我们跨越式发展的一年，通过我们对
产业的规划和人才市场的布局，相信在线上
线下销售都会有一个新的爆发。”张科建
说。

产业引才新意浓
——— 莱芜医药产业园采访记

□本报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自嘉祥县南外环向西，沿青山路北沿西
行，一条名为“嘉山绿道”的公路将绿水青
山串联，让行驶在其中的人们有着置身景中
的感受。作为济宁市最佳“四好农村路”之
一，这条公路是嘉祥县城联系南部山区、乡
镇的一条重要的交通干线，也是通往曲阜机
场和九顶山养生城一条便捷的绿色通道。

嘉山绿道的建设是嘉祥县“四好农村
路”建设的一个缩影。2018年嘉祥县完成47
条2 4 9公里建设任务，提升了农村道路水
平，打通了乡村断头路、瓶颈路，以及窄危
桥，疏通了镇与镇之间、镇与村之间、村与
村之间的交通要道。

“资金是整个农村公路建设的‘牛鼻
子’，是影响‘四好农村路’建设进度和工

程质量的决定因素。”嘉祥县交运局副局长
周道峰告诉记者，按照三年集中攻坚行动和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建设工程概算，嘉祥
县公路建设需要投资8 . 6亿元。

为破解资金难题，2017年10月，嘉祥县
利用PPP模式，与永昌路桥、建合路桥、中
网银新3家联合体签订了《PPP项目合同》，
按照合同约定，三方联合体共同筹资，用于
“四好农村路”综合提升和县域重点公司项
目建设。

在纸坊镇前于村，家门口通了平坦干净
的硬化路，村民们脸上也都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再也没有人抱怨行路难了。村民董建国
说：“以前真的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
泥，一到夏秋雨季，大家出不来，进不去。
现在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大家都可以穿着
皮鞋出门。”

在建设上，嘉祥县提高了建设标准，对

升级改造道路沿线的公交站亭、停车港湾、
安防设施、桥涵、排水、绿化、路面结构
等，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和施工，提升改造后
的路面宽度全部达到7米以上，县乡公路全
部达到三级路以上标准。

断头路通了，窄路变宽了，嘉祥县优化
公交线路，以重要交通干道为框架，以县乡
道路为支线，以乡村公路为辅路，科学规划
客运班线44条，投入新能源公交车539辆，建
设完成客运站点634处，公交实现村村通。

“以前村口没有经停的公交车，从村里
到县城，要先到镇上等车、转车，需要小半
天的时间。”纸坊镇夏庵村村民夏宝阳告诉
记者，去年村北道路拓宽改造，路面宽了，
公交车直接开到了夏庵村，“乘坐公交车半
个小时就能到县城，来回方便多了。”

交通条件的改善，改变的不仅仅是村民
的行路、运输问题，也让镇域经济发展起来

了。纸坊镇近年来利用山区优势，旅游产业
发展较快，打造了左岸假日小镇、法云寺、
青山寺等一批旅游景点，但由于公路不通、
交通不便，导致游客难以到达。2018年新建
青山旅游路，打通了左岸假日小镇与国省道
的联系，游客蜂拥而至。

嘉祥县建立了公路养护制度，将全县
511 . 31公里的县乡道路养护资金列入了政府
财政预算，成立了专门的养护机构，县成立
农村公路养护服务中心，13个镇街成立了农
村公路管理养护办公室，589个村居成立了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点。

据嘉祥县交运局局长尹哲学介绍，今
年，嘉祥县将继续实施农村路网提升工程，
力争三级以上公路等级比率达到60%，畅通农
村道路“微循环”，整修、提升县乡道路287公
里，争创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PPP模式融资 高标准建设

嘉祥打通乡村断头路瓶颈路

□于向阳 报道
禾宝药妆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医学护肤品乳化生产。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冠纪宣 报道
本报冠县讯 “北馆陶镇许庄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张西仲任职期间，向村民
收取生产性费用时搭车加码，多收取4 . 7万
元用于村务支出，北馆陶镇党委给予其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桑阿镇农经站原站长王
书轩任职期间，在发放小麦种植补贴工作中
审核把关不严，致使该镇发生2起虚报种植
面积套取小麦直补款问题；在村级账目审核

中把关不严，致使发生2起村干部违规领取
工资、补贴问题，县纪委给予其党内警告处
分。”

日前，在中共冠县纪委十四届四次全会
上，县纪委通报曝光了6起本地典型案例，
案例中既有村组“蝇贪”，又有科级干部，
更有原单位一把手和县级干部，每个案例都
有违纪违法事实、处理结果。在纪委全会上
通报曝光本地典型案例，这在冠县是首次。

“在纪委全会上通报曝光本地典型案

例，体现了县委抓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责
任担当。用身边人、身边事警示教育身边
人，大家触动很大。”清泉街道党工委书记
李洪军说，这次全会不仅让大家了解了县纪
委今年的工作部署，而且指出了去年全县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
点到了具体的人和事，让参会人员很容易对
标工作，警示警醒。

“这次全会让我明白，作为一名建设领
域的党员干部，在工程招标、工程建设等方

面要警钟长鸣，既要严于律己、正心修身，
又要带头严明家风家教，教育管理好亲属和
身边工作人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王学广说。

去年以来，冠县共通报曝光典型案例、
问题73起。下一步，该县将突出重点问题，
抓住关键时间节点，对一些顶风违纪、严重
违纪和不收手、不收敛的典型问题进行定期
通报曝光，形成有力震慑，达到“通报一
个、教育一片、警醒一方”的效果。

用身边事警示教育身边人
冠县通报6起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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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涛 通讯员 赵峰 报道
本报宁阳讯 伴随着“埋头苦干、争创一流，勇做新

时代泰山‘挑山工’”主题实践活动动员部署会的号角，2月
20日上午，宁阳县48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揭开了新一年该
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的大幕。

据介绍，本次仪式共设山东振挺7000万套精工活塞智
能制造项目、环城双创产业园项目、开发区美国技源药业
集团HMB生产基地项目三个分会场，包括投资11 . 9亿元的
名士达环保新材料生产项目、投资2亿元的山东海丰川高
档防护用品生产项目等48个项目集中开工，涵盖了工业经
济发展、城市改造提升、公共基础设施、农林畜牧建设等
多个领域。

“今天集中开工的项目，档次高、体量大、质态优，
既有补短板、强链条的产业类项目，又有打基础、惠民生
的保障类项目，必将对我县持续优化产业结构、膨胀经济
总量、增进群众福祉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宁阳县委副书
记、县长陈波在致辞中说。

据介绍，宁阳县今年扎实开展“工作落实年”活动，
在招引项目、建设项目、服务项目上担当作为、狠抓落
实，发扬“店小二”服务精神，帮办服务一站到底、兑现
政策一诺千金、支持发展一路绿灯，推行“一线工作
法”，让宁阳真正成为让广大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成
就事业的福地、安心创业的家园。

宁阳：48个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

□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高士东

无棣县信阳镇双堠村，一个纯农业村，在
新一届村党支部的带领下，用3年多时间，建
起1个村集体种植专业合作社和2家村办企
业，780口村民全民入股，实现了连续2年分
红。在香菇种植、饲料青贮及肉牛养殖循环产
业带动下，村集体收入从负债30万元一跃成
为拥有固定资产700万元的小康村，创造出了

“双堠现象”。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号召发展食用菌、特

色养殖，这说明我们的路走对了！”双堠村党
支部书记赵福升说，“今年我们打算再多建几
个香菇大棚。”

双堠村香菇大棚群里，机声隆隆，人忙车
欢。2个大型香菇气调库主体正在加紧施工。
投用后，可储存50个大棚的香菇，和连运港外
商合作的香菇深加工项目正在洽谈中。

今年51岁的赵福升，除任村里的党支部

书记外，还是山东海丰电缆驻北京办事处的
负责人。2016年春，在一次电缆招标会上，听
业务员说有朋友种香菇种成了百万富翁，说
者无意听者有心，回到家，赵福升当即带领村
民代表去外地进行了三次考查，后经党员大
会、村民代表大会多次酝酿讨论，在上级政策
资金支持下，村里按照“土地三权”分置的原
则，将全村所有土地一次性流转到村集体，成
立了双堠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当年，香菇大棚
从5个增加到16个。同时，村里购置了大型收

割机、播种机等机械，由合作社对全村土地统
一耕种、统一管理，香菇种植和饲料青贮及肉
牛养殖效益给群众分红。集体留成后，合作社
拿出80万元进行分红。“今年分红有望比去年
翻一番。”赵福升表示。

在合作社入股上，普通群众与贫困户有
啥区别?双堠村的做法是，贫困户除土地基本
股外，其它股金由村集体兜底，保证了贫困户
和其他村民一样有平等分红的权力。仅这一
项，10个贫困户，村集体每年就垫资30万元。

“双堠村种植专业合作社，是全市唯一
一个村集体专业合作社，双堠村也是全县首
个实现群众共同分红的村，也是沾了村集体
这个大牌子的光。集体经营，规模化生产效
益高、人心齐泰山移等优越性得到了很好体
现。”信阳镇党委书记李新峰总结道。

从负债30万元到资产700万元
——— 双堠村产业发展翻身记

□蒋惠庆 孟祥峰 报道
2月13日，来自梁山县春生食用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的技术员孙明军(右二)来到无棣县信阳镇双堠村的香菇大
棚，为参加培训的职业农民进行食用菌栽培知识培训。

无棣县农业部门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培育新型职
业农民。2018年，共培训年龄18—55周岁、具有初中以上
文化程度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265人。同时积极开展新型职业农民
初级资格认定，目前已有171人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证书。

无棣：“流动培训”进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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