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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吕洪光

6月3日，寿光市化龙镇南柴村收到两份美丽
乡村建设捐款。一份是山东捷泰豪力机械有限公
司的捐款3万元，一份是潍坊华星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的捐款5万元。“真是及时雨，缓解了我村
美化亮化资金的紧张。”南柴村党支部书记柴华
春说。

今年2月15日，化龙镇出台村企结对实施意
见，确定了40家企业，采取两家企业包靠一个村
的形式，结对帮扶20个人居环境提升村庄。截至
6月3日，已有29家企业捐款91万元。

南柴村是一个拥有3100口人的大村，今年计
划更换路灯、绿化南北大街、喷绘文化墙。“我
们前两年进行两次捐款，顺利完成了当时的美丽
乡村建设任务。今年我们清理了尾欠，收了30多
万元，加上党委政府支持和企业捐款，我们就能
顺利完成今年任务。”柴华春说。

2017年，南柴村对村内72条胡同进行硬
化，面积26000平方米。项目总投资210 . 6万
元，其中村民捐款筹资105 . 3万。现在村内所有
胡同都为水泥路，宽阔平坦。“我们户均捐款
超过1000元，超出计划。到2018年，我们修建
东西大街，村民又捐款65万元。”柴华春说，
“捐款和党委政府支持，我们基本完成美丽乡
村建设任务。”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化龙镇把解决与
群众关系最密切的雨雪天踩泥问题作为主攻方
向，把实现大街小巷全硬化作为第一要务。在
化龙镇，53个村中已有48个村像南柴村一样，实
现了大街小巷路面硬化户户通，90%以上的村庄
实现了美化亮化。其余的村将搬迁至镇区，建设
新社区。

化龙镇是典型的农业镇，镇级财力十分有
限，村级集体收入也比较薄弱。但美丽乡村建设
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不能所有的资金都盯着上级财政，我们要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坚持走群众路线，建设美丽
乡村。”化龙镇党委书记韩效启说。

近年来，化龙镇坚持走“群众路线”，紧紧
依靠群众，采取“社会众筹、人人参与、镇村共
建”的办法，利用“政府小资金撬动社会大投
入”的筹资模式，推动全镇“美丽乡村”建设。

目前，化龙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累计投入
7500万元，其中群众捐款2600万元，占总投资额
的34 . 7%，各村的群众捐款参与率均达99%以
上。

在2015年建设美丽乡村前，化龙镇信桥村大
街小巷都是土路，每逢下雨出不来进不去。有一
次雨大，村民的一辆轿车陷在泥窝里，借助拖拉
机才给拖出来。村民迫切希望修路。适逢寿光出
台美丽乡村建设政策，信家桥村党支部书记李宗
军抓住了政策机遇。

“政策很好，对于资金，镇上补助一半，村
集体出一半，我们全村开会、党员开会，捐款建
设美丽乡村。”李宗军说。

当时，信桥村年集体收入不足5万元。但听
说捐款修路，村民踊跃捐款。原计划捐款额在
35万元到40万元，但实际捐款达到58万元。
“村里一户困难群众，捐了1200元。当他从口
袋里掏出这把皱皱巴巴以10元为主要面额的钞
票时，我们在现场的两委成员都想婉拒他的好
意，但被他一句‘我也是村里的一分子，硬化
胡同我也该出一份力’拒绝了。村里困难户的
积极捐款也激发了其他村民的捐款热情。”李
宗军告诉记者。

如今的信桥村，大街小巷都硬化了，部分墙
面也有了文化喷绘，沿着王钦河还建设了游园。
今年，从信桥村中心穿过的王钦河，已经整理完
毕600米，修建了护坡、廊架，还将建设一座吊
桥。

“这个河道多年干涸，都成了垃圾湾了。现
在清理干净了，大家晚上都爱来这里玩。”化龙
镇信桥村村民于艳宁说。

化龙镇李家庄村正在进行绿化，种植了卫
矛、冬青、樱花树等苗木。路边的文化墙也在喷
绘中。该村两年前进行了旱厕改造，用生物菌处
理粪污。“这样改造后的旱厕，没有异味，不招
苍蝇蚊虫，村民乐意使用。”李家庄村党支部书
记李金标说。

走进化龙镇二十里铺村，胡同整洁，大街宽
敞平坦，墙面上绘着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等图
画文字。每条胡同内搭设了廊架，凌霄紫藤、蔷
薇、欧月等藤类植物正在沿着吊绳攀爬。

“在配套水沟、绿化等基础设施的同时，我
们加强村内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明实践站等
建设，形成一批文化特色村、示范村，推动美丽
乡村建设迈向更高水平。”化龙镇党委委员、副
镇长李静说。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李静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杨利伟叔叔实现了中华民族

的千年飞天梦，我的梦想是发明一种无敌风火
轮，穿上它小朋友们就能畅游太空。”6月1日，
寿光市文家街道仉家小学三年级二班的王思涵指
着自己的画说。

六一儿童节，仉家小学党支部举行了“我的
梦，中国梦――阳光下成长”主题绘画活动。活
动中孩子们展开想象，或精心勾勒，或挥毫泼
墨，用手中的画笔抒写自己的梦想，描绘祖国的
发展变化，尽情挥洒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一幅幅
充满童趣，生动传神的作品表达了对伟大祖国的
美好祝愿，描绘出了孩子眼中的五彩世界。

此次活动是仉家小学庆祝新中国建国70周年
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共评选出一百多幅优秀作
品，全部在学校进行展出。

“我们一贯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
质教育，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活动旨在展现小学生追
逐梦想、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对祖国的热爱
和憧憬。”仉家小学校长游向永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6月8日，寿光市文家街道市场监管所所长
王建名来到韩家村，看望帮扶的贫困户小韩。
小韩今年15岁，一直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作为帮扶责任人，王建名每两个月走访一
次小韩家，详细了解生活情况、家庭困难，及
时提供政策咨询和帮助。“学校给我减免了许
多费用，帮我申请了助学金。最近，我准备利
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现在，生活上没啥困难
了。”小韩告诉王建名。

为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帮
扶结果真实，文家街道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走访
和脱贫帮扶开展了回头看活动。文家街道共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1026户。前期，通过帮扶责任
人和包联干部走访，发现尚有部分贫困家庭因
为种种原因，家居环境脏乱差，生活质量不
高。

“为进一步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我们组
织全体机关干部，发动志愿者，开展了洁居工
程。”文家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彦说。

庞家村的贫困户老庞时常捡拾破烂，庭院
里堆满了废品，院墙年久失修，东倒西歪。5
月中旬，庞家村集体商议决定后，村里出资
8000元，给他重新垒了院墙，加装了新的铁
门。

“包靠干部刘政下班就来这儿帮助清理院
内卫生，村委成员也靠上帮忙，现在老庞家里看
着清爽干净了。”庞家村党支部书记庞作才说。

洛城街道南庄村68岁的李兆全家的院子堆
满了树枝，生长着杂草。5月23日，南庄村成
立了义务帮扶清洁队，志愿者有的铲土，有的
清扫，有的运送垃圾，填平了原来高低不平的
地面，整个庭院整洁干净了。

南庄村67岁的李希武因为疾病成为贫困
户，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南庄村重新为李希武
建了两间新房，垒了院墙。“没有党委政府的
帮助，我住不上新房啊。”李希武说。

这是洛城街道党工委统一安排的洁居工
程。该街道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及志愿服务人
员，对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贫困户进行卫生清
理、改善居住环境。

洛城街道聚焦老弱病残等特殊贫困群体，

开展“幸福指数”提升等专项行动，通过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和“洁居行动”，确保贫困户家
居环境达标。

如今，走进圣城街道赵旺铺村独居老人张
九五家，只见墙壁刷白了，打火灶换成新的，
水龙头修好了，衣物有了归置的橱子，院子重
新平整了。

张九五，今年70岁，无儿无女，自小腿部
有残疾行动不便利，家居条件极差。“现在家
里利索了，残疾证也有了，以后生活有了保
障。”张九五说。

“这两天张老头一直咧着嘴笑，他家几十
年没这么干净了。”邻居张秀玲说。

圣城街道干部孙景会帮扶着张九五。了解
张九五的基本情况后，孙景会划出帮扶的重点
和事项，督促张九五去医院做了残疾鉴定，帮
他准备相关材料，顺利领取了残疾证。有了三
级残疾证书，张九五每月能领120元钱。

前期圣城街道帮扶、包联干部通过逐户走
访，研究制定“一户一策”整治方案并建立台
账，通过实地调研和民主评议，街道和村委拿
出专项资金开展洁居行动，并组织街村干部开

展不定期抽查、监督，保证帮扶到位。据介
绍，圣城街道共有170多名街村干部下沉到各
村，对建档立卡的709户贫困群众深入帮扶。

“屋里屋外都要干干净净，要把清洁行动
从家居卫生延伸到生活习惯，切实提高贫困群
众的生活品质。”圣城街道一级主任科员李荣
辉说。

圣城街道东玉村，66岁的杨云苗智力有残
疾，常年住在老房子里，无人照料，加上平时
爱捡东西，屋里屋外无处落脚，夏日一到更是
各种异味。

“他家原来的房子又脏又乱，说实话和垃
圾站差不多。这次政府给粉刷了墙面，收拾了
院子，我们邻居看着都舒服。”邻居杨云丽
说。

打扫杨云苗家，圣城街道帮扶责任人李强
和东玉村两委干部前前后后拉了好几车垃圾。

“洁居行动让贫困户感到了温暖，更让年
轻的街村干部得到了锻炼。”圣城街道党工委
书记任光学说，“继续开展‘户户达标、村村
合格’入户走访工作，高标准助推贫困户人居
环境脱贫，让老百姓获得更多幸福感。”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6月10日，寿光市文家街道北潘新村，不
少村民正在装修新家。“新房结构设计合理，
采光好，南北通透，小区规划得也很漂亮，一
进来就感觉心情特别舒畅。”北潘新村村民张
琪爱说，平房改楼户，环境改善一大截。

为改善工业园区群众生活条件，同时为项
目发展腾挪空间，2016年底，文家街道对北潘
老村进行了整村搬迁、异地安置。北潘新村占
地124亩，总建筑面积17 . 1万平方米。北潘新
村项目于2017年5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建成10
栋多层电梯楼房、108套小高层老年房、386个
地下停车位。暖气、绿化、亮化等基础设施也
全部配套完成。

今年5月，文家街道组织北潘新村分房。
正式分房前，文家街道派驻的北潘工作小组，
先后组织召开多次会议，最终确定分房方案。
“拆迁时，我们积极配合政府。现在领到新房
钥匙，大家都很开心。”北潘新村村民齐爱美
说。

“村民们盼望的新房到手了，都非常高
兴。下一步，对物业管理进行妥善安排，为
村民做好服务。”北潘村党支部书记蔺庆元
说。

5月中下旬，古城街道临泽一、临泽二、
临泽三，3个村的1300多户村民也先后领到了
新楼房钥匙。这3个村新建的楼房为怡泽苑社
区，总投资5亿余元，共规划建设55栋楼，目
前新楼房的水、电、暖等配套设施全部完成，
并达到了入住条件。

“3个村是典型的农业村。村民上楼后，

街道党工委将对3个老村进行整体拆迁，可流
转土地370多亩。”古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驻怡泽苑社区工作组组长韩高贵说。

以前的临泽一村，村民所住房屋皆是红砖
垒就的平房。“1985年建设的房子占了70%，
1974年建设的房子占了20%，多数房子比较破
旧，有的成了危房。”临泽一村党支部书记常
金堂说。

临泽一村有240户人家，种着230个西红柿
大棚。大棚户年纯收入四五万元，80%的村民
家中购买了小轿车，约90户村民在寿光市里或
北洛附近购买了楼房。

“再不建楼房，年轻人都出去买房子了，
我们村就成了空壳村了。”常金堂说，2016年
在向村民征求建设新社区意见时，超过九成的
村民表示支持。

按照我省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古城街道
对临泽这3个村进行改造。

71岁的刘庆功是临泽一村最早拆除自家平
房的人。拆除后，刘庆功家的宅基地获得8万
元的补偿，还有每年1万元的安置费和5000元
的取暖费。然后，他以126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
购买安置房。

“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价格约在18万

元左右。算上宅基地补偿，每户村民大约花10
万元就可以住上楼房。新楼房达到简装修标
准，可以直接入住。”常金堂说。

为做好3个村的分房工作，古城街道制订
了详尽的《楼房分配方案》，并经过了村民代
表大会通过，随后抽调了30多名骨干力量成立
了分房工作小组。最终，按照6个户型的分类
依次进行了抓阄、分房，前前后后共进行了18
场分房仪式。

临泽三村74岁的刘志英已经搬进怡泽苑社
区老年房。“老年公寓有电梯，对老年人来说
非常贴心。”刘志英说，新房子宽敞明亮、配
套齐全，窗户有三层玻璃，冬暖夏凉。

5月16日上午，位于寿光西部的化龙镇高
家村华龙花园项目举行开工仪式。该项目一期
投资5000万元，占地20亩，建设11层公寓楼4
栋、176户，建筑面积2 . 5万平方米，预计明年
底竣工。

高家村党支部书记高峰说：“华龙花园项
目是化龙镇确定的重点城镇建设项目，是改善
村民居住环境、提升居住品质的重大举措。”

近年来，化龙镇不断引导镇区周边村庄村
民逐步到镇区集聚居住生活。目前，前张、裴
西两村已整体搬迁至镇区，化龙桥土地挂钩项
目一期工程已完成主体建设，马庄村4栋11层
公寓楼续建工程已完成主体建设，白桥土地挂
钩试点安置区项目开工在即，庆家、后马、和
平等村也正在进行搬迁前的准备工作。

“引导镇区周边或边远村向镇区搬迁集
聚，在改善群众生活品质的同时，增加镇区人
气，为我市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化龙经验。”化
龙镇党工委书记韩效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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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文骐

6月7日中午，寿光侯镇西岔河一村公益性
助餐点，85位75岁以上的老人正在就餐。主食
是粽子和蒸包，另外还有海鲜汤。这顿饭，88
岁的张西英仅花了1元钱。

“又省钱又乐呵，这个事做得好。”张西
英说。

今年5月16日，西岔河一村老年人公益性
助餐点正式启动，75岁以上老人每顿饭只需要
1元钱。

“原来我觉得为85位老人准备饭，会很麻
烦。现在看，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寿光市养老
服务集团的运作很专业，我们放心了。”西岔
河一村党支部书记宋科照说。

2017年5月1日，台头镇三座楼村幸福院成
立。去年上半年，寿光召开了一次会议，要求
每个镇街找1-2个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村到三
座楼学习。去年9月18日，南兵村成立了第一
个医养结合的村级幸福院。今年，寿光三级干
部会议上提出，大力建设老年人公益性助餐点
示范项目，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看着先进村运作经验日渐成熟，寿光市养
老服务集团推出了代运营服务。“有了代运营
服务，公益餐不需要村两委具体操作。同时，
村两委作为监管方，可以要求老年人公益助餐
点办得更好。”宋科照说。

寿光市民政局福利科科长李延丰说，寿光
对居家养老改革试点的补助在潍坊乃至全省都
是领先的。对公益就餐点，寿光市财政按每人
每天最多2餐给予补助，最终以实际用餐次数
为准。对集中提供用餐服务的，60周岁以上建
档立卡贫困户和80周岁以上老年人，寿光市财
政按每人每餐给予1 . 5元餐费补助；享受城乡
低保待遇的60周岁以上不能自理的残疾人、80
周岁以上建档立卡贫困户及90周岁以上老年
人，寿光市财政按每人每餐给予2元餐费补
助。

对达到老年人公益性助餐点标准的，寿光

市财政每处给予2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助。对
开展助餐服务的各点，寿光市财政按服务老年
人数给予运营补助，对服务老年人数为10-30
人、31-60人、61人（含）以上的，分别给予
年运营补助费用2万元、3万元、4万元。

对公益性助餐点，寿光市养老服务集团统
一配送食品、代餐点工作人员统一管理、账目
统一核算。“别看我们这个项目是公益性的，

但食品留样记录、货物进出库记录、餐饮工具
消毒一样都不少。”寿光市养老服务集团膳食
部部长孟凡光说。

据介绍，食品配送方面，寿光市养老服务
集团进行了公开招标，与全福元集团签订配送
协议，确保进入老年人公益助餐点的每样蔬
菜、每粒粮食都是新鲜安全的。

3月21日，寿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寿光市镇级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和老年人公
益性助餐点工作实施方案》。方案要求，今年
6月底前，各镇（街区）要建设至少1处（其
中，圣城、洛城不少于2处）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平方米的老年人公益性助餐点，提供助餐
服务、文化娱乐、生活照料等服务。自2020年
开始，寿光各镇（街区）每年新增公益餐点运
营数量不少于2处。

寿光又一批村民住进新社区

平房改楼房，居住上一档

寿光农村老人吃上公益餐

一顿饭只花一块钱

寿光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洁居工程

困难人家也要干干净净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侯镇西岔河
一村，老人们在公益
性助餐点吃饭。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古城街道怡泽苑社区的分房抓阄现场。

美丽乡村“众筹”建

仉家小学：

儿童绘就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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