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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6月25日，45岁的赵世英在寿光田柳镇现代
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大棚内管理西红柿。

赵世英的大棚高足有6米，长达235米，上方
整齐排列着3种管路。白色的水管，可自动喷淋
降温。黑色的电路管，负责为蔬菜供电补光。灰
色的输气管，能自动调节二氧化碳浓度。“用这
样的大棚种西红柿，亩产达10万斤，是普通大棚
的5倍，年利润可达40万元，比老式大棚强多
了。”种了25年蔬菜大棚的赵世英说。

田柳镇的这个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总规
划1500亩，建设冬暖式大棚106个，配套建设农
资超市、检测中心、培训中心、蔬菜交易市场
等。园区由第三方公司恒蔬无疆农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运营管理。该公司为入园业主提供技术指
导、农资供应、安全防护、市场销售等全流程、
标准化服务。

“菜农精通蔬菜种植技术，但靠粗放式生产进
行‘单打独斗’很难发展成为现代农业经济。”示范
园负责人韩全志说，园区立足智慧农业、数字农
业，综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水肥一体化、智能放
风、环境自动化调控等技术，并建设智慧监管平
台，做到种植全过程有记录，产品销售可追溯，实
现蔬菜生产全过程智慧化监管。

田柳镇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是寿光市确
定的首批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五大示范园区之
一。其余4个园区为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投资建设
的出口蔬菜生产基地（营里镇），农发集团投资
建设的上口镇标准化蔬菜生产示范区，清水泊农
场投资建设的高品质蔬菜生产基地，以及营里镇
生态循环农业种植项目区。

据介绍，这5个园区分别执行绿色或有机生
产技术规范，重点从产地环境、种苗选择、栽培
技术、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包装等方面
予以规范，全面推行“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
一管理、统一检测、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
“六统一”标准化管理。通过这5个园区打造标
准应用的示范和样板，进而向全市推广标准化种
植和管理，形成“寿光标准”，并向全国推广。

“蔬菜大棚种植园区化，将逐步改变寿光以前
农户分散种植、各自为战的局面，推动全市农业向
规模化、品牌化、专业化转变，实现蔬菜产业转型
升级。”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秀欣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6月19日，寿光市圣城街道郝家村，村南
第二条胡同的住户正在进行旱厕改造。“一
到夏天，旱厕味道大，苍蝇蚊虫多。一说改
造，百姓都愿意。”郝家村党支部书记张会
珍说。

今年，圣城街道加快旱厕改造进程，集
中对19个城郊村的2862个旱厕进行了统一改
造。截至6月17日，已完成1300个，预计本月
底全部完成。

这次涉及旱厕改造的南胡、沙阿、郝
家、范家、岳家等城郊村，以种植大棚蔬菜
为主。每家每户基本使用传统的“土厕
所”，不干净、不卫生、不美丽，影响着美
丽乡村建设的“档次”。

“集中改造之前，村里的厕所改造配套
设施不好跟进，单户成本比较高，实施难度
大。群众自己想改但是不好办，现在由街道
统一安排，大家都很高兴。”沙阿村党支部
书记范立孝说。

据介绍，今年寿光建立农村改厕长效管
护机制。圣城街道根据各村情况，因地制宜
选购设备，在涉及改造的各村推广使用漏斗
式或三格式无害化户厕，配置压力桶进行水
冲，抓好无害化厕所的建设。“改造完成
后，圣城将全部达到卫生厕所标准。”圣城
街道一级主任科员李荣辉说。

为保证农村厕所改造工作与后期维护的
有效衔接，圣城街道建立维修服务制度，按
照规范标准配套农厕管护服务站，建立了清
运服务制度，推行集中式粪便污水收集处理
模式，吸污车每年无偿、定期入户进行清
理。

去年9月，化龙镇李家庄村就进行了旱厕
改造，全村270户人家全部用上了新式厕所。
“安装了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没有异
味，也不招苍蝇蚊虫。”李家庄村民李秀萍
说。

“除厕所便溺物之外，洗澡和厨房等产

生的生活污水将一并纳入该设备进行无害化
处理。”寿光市住建局村镇建设科副科长王
兰江说，处理后的水质，可达到《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一级B标准。这样
的水，可直接用于绿化灌溉、冲洗马路、冲
洗马桶、洗车等日常用途。安装生活污水一
体化处理设备后的李家庄村民，可自行选择
部分处理后的水回收再利用，其余的将排入
污水管网处理。

李家庄安装使用的生活污水一体化单户
处理设备，生活污水设计处理规模为每日1
吨，需要连接各户电路运行。每户每月维持
设备运行需要花费的电费大约为4元，这也是

村民改厕后唯一需要支付的费用。
为确保农村改厕工作实现长效管护，寿

光市建立了维修服务制度。一方面，寿光市
住建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各镇街区负责按照
规范标准配套农厕管护服务站。

另一方面，依托环卫、厕具中标企业、
有机肥或沼气服务企业成立服务站，具体负
责农厕维修维护、粪液粪渣清运及资源化利
用等工作。使用标准化厕具产品，在产品、
工程质保期质保范围内出现的问题，维修费
用由供货企业或施工单位承担，超出质保期
质保范围或人为损坏的，维修费用由农户承
担。

同时，寿光建立了粪污清运服务制度。
根据村庄数量、服务人口、运输距离等因
素，合理配置吸粪车辆，原则上每2000户配
备1辆吸粪车，每年每户可免费抽吸一次。
同时，依托城乡环卫一体化、农村沼气服务
组织等现有队伍、设备开展清运服务，建立
起了覆盖全部村庄的粪液粪渣清运服务制
度。

另外，寿光还建立了利用处理制度。各
镇街区建设粪便无害化处理场所，利用现有
化肥或堆肥厂进行加工处理制作有机肥，或
将粪液粪渣运送到邻近污水处理场集中处理
等，科学收运、处置粪液粪渣。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6月22日，寿光市圣城街道兆祥小区，有
12栋楼正在进行楼外管道焊接和室内立管安
装。这是该小区5月23日启动的“串改并”工
程，目前楼内立管打眼、楼外支架安装、管
托制作、架空管道焊接等工作正在推进，即
将实现供热分户控制。

“高质量、严要求，确保此次工程建成
精品工程。”兆祥小区“串改并”项目施工
现场负责人刘谦说。

供暖问题关系市民切身利益。上个采暖
季结束后，寿光梳理供暖季暴露出的突出问
题，专门成立城市社区供暖改造组，将“串
改并”、庭院管网改造、未供暖小区接入集
中供热管网建设等工作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来
抓，集中解决老旧小区供热管网年久失修、
跑冒滴漏，以及一户不热、“诛连”整栋楼

等问题。
今年3月11日开始，兆祥社区工作人员挨

家挨户征求改造意见，最终达到居民签字同
意率 9 8 % 。“这项工程得到了大家的拥
护。”兆祥小区业主王家增说。

与兆祥小区不同，鸿基花园小区此次主
要改造的是庭院供暖管网。由于小区供热设
备年限较长，超期服役，管网、阀门老化严
重，经常发生管道爆裂、跑水，既影响供热
质量，还存在较大的能源浪费。此次改造，
将小区内57栋、1546户居民的二级管网进行
全面升级，新管道直通到户。

“以前水温一高，管子就漏了，直接影
响广大业主取暖。现在政府出资抓这个事
儿，大家都觉得好。”鸿基花园小区业主孙
太丰说。

为提高供热质量，保障冬季安全、优
质、稳定供热，去年寿光制定了供热改造实

施方案，逐步对老旧小区供热设施进行改
造。对2000年1月1日前建成投用且符合条件
的未供暖小区进行集中供热改造。对2017年4
月1日新建居住楼房进行供热计量智能化改
造。

去年，寿光完成了凯马南家属院、京剧
团老家属院、立新小区、华宇小区、德隆汽
运家属院5个小区14栋楼4 . 3万平方米的集中
供暖改造工程，438户居民的供暖质量有了
保证。寿光市联社家属院、海洋渔业局家属
院、粮食局家属院、建设局北院等38个老旧
小区，在上个供暖季如愿实现了供暖“分
户”改造。

串联改并联的供热方式扩大了水流，提
高了供暖效果。“串改并”后，每个住户就
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供暖单元，可以自由控
制，即使关掉一家的供暖阀门，也不影响其
他住户取暖。另外，“串改并”后，每家每

户都安装了一个控制阀门，住户交了费，开
启阀门就能供暖。不交费，关闭阀门即可，
解决了“一户不缴费、整个单元受牵连”的
问题。

“原来供暖温度就在十四五度左右。改
造以后，最高的时候到了20度。”寿光市联
社家属院业主刘金文说。

对于“串改并”工程，去年寿光制定了
改造补贴政策，市财政以每户2000元的补贴
标准，按照每栋楼的总户数补贴给供热企业
或转供热单位，用于楼内公共部分和分户控
制方式的改造费用。计划利用3-5年时间，完
成全市老旧小区供热设施“串改并”改造工
作。

“城市社区供暖改造组将继续推进未集
中供暖安装和‘串改并’改造小区的供暖工
作，把民生工程变成暖心的民心工程。”寿
光市城市社区供暖改造组王建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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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平整干净的墓园小路，苍松翠柏间的生
态墓穴，整齐有序排放的石碑，这是寿光市
圣城街道北郭村改造后的绿色墓地。

“把坟头铲平后，加水泥盖板，并安置
了卧碑。公墓内以及周围修整了道路，建了
一个祭祀炉，又栽种了一些侧柏。动工当
天，举办了一个绿色公墓改造和祭祀先祖仪
式，村里人都特别满意。”北郭村党支部书
记张树增说。

墓地改造中，北郭村充分发挥党员的带
头作用，听取红白理事会、家族长、群众的
意见建议，在时间节点、墓地选址、风俗民

俗等方面尊重老百姓的意愿，获得了全体村
民的认同。

据介绍，圣城街道绿色公墓改造工作共
涉及70个村的18260个墓穴，预计今年全部完
成。“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差异化建
设，不限定公墓类型，尊重民风不搞一刀
切，这让圣城街道绿色公墓改造计划得以顺
利推行。”圣城街道一级主任科员李荣辉
说。

根据《寿光市绿色公益性公墓建设实施
方案》，今年6月底完成市镇以上道路两侧绿
色公益性公墓改造提升任务。2019年底，每
个镇街区建成一处镇级绿色公益性公墓。到
2020年底，全市绿色公益性公墓改造率达到

60%以上。2021年底，每个镇街区建成两处
以上镇级绿色公益性公墓，全面完成农村公
益性公墓改造、提升任务。

洛城街道后寨村墓地改造过程中，孙宗
义等八位家族长一直靠在现场。该村的公墓
建于上世纪60年代，现有800多个坟头，坑坑
洼洼，杂草丛生，周边是蔬菜大棚，村民担
心引起火灾。“墓地改造方案一公布，村民
全都赞成，家族长全程靠上，改造工作顺利
完成。”后寨村党支部书记杨树杰说。

在规划选址、墓碑样式、时间节点、风俗民
俗等事宜上，各村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同时，还
制定了公墓长效管理制度，每村配备1至2名管
理员，负责村级公墓的卫生维护。

“改造后的公墓更加神圣和庄严。先人
们长眠在此，做晚辈的心安。”董家庄子村
董成玉说。

据了解，洛城街道绿色公墓改造工作共
涉及95个村的98处公墓，其中列入园区拆迁
范围的19个村的5093个坟头将搬迁到丹河陵
园。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洛城街
道对76个村的79处公墓20564个坟头进行改
造，确定25个村统一卧碑，51个村统一立
碑。

“公墓改造节约了土地资源，提升了农
村人居环境。同时，统一墓碑样式与尺寸，
杜绝了攀比浪费。”寿光市委常委马焕军
说。

寿光对老旧小区供暖进行“串改并”改造———

让每户供暖都独立可控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6月20日，寿光市文家街道冀家庄村，78
岁的孤寡老人游文俊家，正在建新房。房子
的主体已完工，施工人员正在装修。记者看
到，房屋已经通水、通电，门窗安装完毕，
还配备水冲式厕所。

“没有党和政府的帮助，我做梦也想不
到这把年纪还能住上新房子。”游文俊说。

游文俊自幼体弱多病，以捡废品为生。
自出生起，他便居住在父母留下的老房子
内。老房子慢慢成为危房，亲戚们帮游文俊
在院子边搭建起了一座临时板房。如今，老
房子拆除了，新房子建起来了。冀家庄村党
支部书记董益文说，游文俊现在精神状态很

好，经常参加村里的公益活动，前段时间村
里修路，游文俊还捐了1000元。

今年以来，文家街道以财政兜底方式启
动贫困户老旧房屋改造工作。截至目前，文
家街道共投入近百万元，新建房屋9口，维修
房屋35口，实施洁居工程57口。

“我们要求，把贫困户的住房办成民心
工程。街道、村、组三级组织相关人员成立
质量安全监督组，对危改项目实施进行全程
监督。”文家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彦说。

在贫困户老旧房屋改造过程中，文家街
道按照优先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难问题的原
则，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实行新建、维
修、洁居三个层次的修建。对旧宅安全等级
为D级的危房，以及没有维修加固价值、严重
影响村容村貌的房屋进行全面拆除，就地拆

旧建新。对鉴定为C级的房屋进行改造加固，
并进行简单装修，在确保结构安全的前提下
进行改造提升。对辖区内贫困户实施“洁居
工程”，定期组织帮扶干部帮助贫困户清理
卫生，全面改善贫困户家居环境卫生。

为确保危改工作精准到户，文家街道采
取逐户排查、专家鉴定、建立台账、责任到
人、因户施策、立行立改、逐户验收销号的
“六步走”工作流程，保障贫困户住房安全
舒适。

6月18日，洛城街道高淮村，58岁的苏宝
庆正在整理家中的卫生，室内室外看起来干
净利落。苏宝庆是村中的低保户，属于二级
智力残疾，常年一个人居住在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建的老房子里。由于年久失修，房子四
处透风，且采光极差。“改造前是土墙，屋

里很黑。现在政府给拨了款，吊了顶棚，弄
了墙，铺了地面。”苏宝庆说。

高淮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2户。洛城
街道帮扶责任人、市直部门包联干部同村两
委成员一一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实际情况
逐一进行了修缮，贫困户的居住条件和生活
环境大大改善。

“因户施策，确保各项帮扶政策落实到
位。”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中岩说。

今年，纪台镇按照“逐村到、逐户查、
逐一改”的方式，对40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吃
穿、住房、教育、医疗、饮水等情况进行全
面摸排，逐一建立整改台账，整改落实。截
至目前，全镇累计投资600多万元，进行房屋
改造326户，发放沙发、桌椅、棉被等物资
3000多件。

财政兜底改造贫困房老旧房屋
精准到户 逐个销号

寿光长效机制破解农村厕所管护难题———

旱厕改造之后
大棚园区化
标准来“当家”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寇新旺

“学校领导给我们出点子、指路子、竖梯
子、搭台子，促使我三年时间就拿到了寿光市教
学能手荣誉称号。”寿光市古城街道北洛小学四
年级语文教师秦瑶说。

北洛小学面临师资短缺年龄老化问题。为
此，该校面向社会招聘了部分年轻教师。为帮助
青年教师成长，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与能力提升，
北洛小学开展“青蓝工程”。

“通过师徒结对帮扶发挥党员教师、骨干教
师的示范引领作用，真正做好‘传帮带’。”北
洛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宋晓民说。

秦瑶的指导老师是四年级的党员教师苗艳
彩。“我们时常沟通交流教学中遇到的问题，秦
瑶学习能力强，领悟得快，教学相长，互相启
发，我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苗艳彩说。

为促进青年教师展现自我，在党员教师的带
动下，北洛小学塑造“和新文化”，构建“和新
课程”，设“和新讲坛”、创办“和新诗刊”，
组建“家庭教育讲师团”。

北洛小学党员导师积极参与课题研究，包括
传统文化育人、家庭教育等方面的课题。党员导
师李月娥带领团队研究了《校本德育课程体系的
建设研究》课题，借助课程，培养学生道德。党
员导师李美芳带领团队认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对学校发展特色创建的影响》课题，立足
传统经典，提升学生素养。

“多年来，我校党支部树立‘教师第一’的
核心人才理念，充分发挥党员导师作用，培养了
一支打胜仗的教师队伍。”宋晓民说。

目前，北洛小学现有教职员工53名，党员教
师17人，获潍坊市以上荣誉的有4人，寿光市级
以上荣誉的有35人。

“青蓝工程”
助新教师成教学能手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6月20日，由中国建筑防水协

会、寿光市防水行业协会主办的2019中国（寿
光）防水产业高质量发展暨双招双引大会举行。

大会以“创新驱动、交流展示、高质量发展、双
招双引”为主题，设置百家讲坛、专家讲座、双招双
引、技术交流、新产品新技术发布等环节，从行业
趋势分析、招才引智政策解读、投资环境介绍、双
招双引工作汇报、企业技术交流等不同层面，为
防水企业提档升级提供了思路，为防水产业高质
量发展暨双招双引工作指出了方向。

近年来，寿光市防水产业转型升级全面加
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先
后创成驰著名商标、山东名牌60多个，获得国家
专利等科技创新成果1000多项。

去年以来，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防水
产业在更高起点上实现更大跨越，寿光市营造最
优营商环境，制定出台了“双招双引”“双联双
帮”等一系列重大举措，针对防水产业规划了市
级防水产业园区，从规划、土地、基础设施建设
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推动了防水产业进一步做
大做强。

“大会为寿光防水产业增进交流合作搭建了
良好平台，寿光的防水企业要增进与各有关方面
的交流合作，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
新、市场创新上多下功夫，推动产业向高新、高
端、高效转型。”寿光市委副书记、市长赵绪春
说。

全国防水企业汇聚寿光
节约土地资源 提升人居环境

绿色公墓改造得到群众认可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市圣城街道，农村旱厕改造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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