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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白墙红瓦，绿树掩映。如今的寿光市圣城街
道北夏村，道路宽阔平整，村容干净整洁，院前
鲜花盛开。

8月19日，北夏村游园广场内，身穿红色马
甲的村民志愿者正在整理草坪，清除垃圾。“在
每户的房前屋后划定卫生区，大家伙儿自己动手
打扫。下雨天杂草疯长，趁着清早天气凉快，我
们村的志愿队分批来拔草。”北夏村党支部书记
刘玉江说。

家家户户自觉维护环境，已成为北夏的村规
民约。

近年来，寿光市凝聚多方力量，大力推动美
丽乡村建设，在全市形成了干群同心同德、群策
群力、共建共享的局面。其中，村民踊跃捐款，
成为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引擎。

8月3日，稻田镇阁上片区，阁后张村、阁后
王村等多个村庄都举行了美丽乡村捐款活动。

阁后张村不足200户人家，村集体经济基础
薄弱，村内道路多年未能整修。在这次捐款中，
村民踊跃参与，不到两小时，捐款就达28万元。

阁后张村韩兆华的3个孩子，每人捐款3万
元，他自己捐款1万元，一家人共捐款10万元。
“老家修路，我们尽力而为。”韩兆华说。

今年，稻田镇掀起美丽乡村建设高潮。目
前，全镇已有40个村群众自发捐款近2000万元，
户均捐款3000元。21家企业捐款90万元，全镇累
计投入8300余万元。如今，稻田镇形成了一类村
抓示范提升、二类村抓设施改造、三类村抓卫生
整治的美丽乡村建设总体布局。

“美丽乡村建成后，达到大街小巷全部硬
化，主街全部亮化，房前屋后全部绿化。同时根
据各村情况建成大小不等的游园，完成美化，让
居民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阁上片区党总支
书记刘忠诚说。

经过改造提升，如今的营里镇吴家营村，房
屋整齐划一，街巷干净畅通，墙体上粉刷着文明
标语。

嫁到外地的吴海丽，回村捐了1万元。“虽
然嫁出去了，但听到老家建设美丽乡村，我希望
自己能尽一份力。”吴海丽说。

吴家营村的吴晓华也捐款5000元。“从3月
份开始筹备捐款，一共收到捐款32万元，全部用
于我们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吴家营村党支部书
记高庆斋说。

现在的北孙村不仅街道宽敞整洁，道路两侧
的小品也生动有趣、惹人注目，统一粉刷的黄色
墙面让整个村庄看起来更有活力。北孙村南侧的
一块石碑上，刻着美丽乡村建设捐款名单。

据介绍，今年3月北孙村以街巷整修为重
点，进行美丽乡村上档升级。消息一出，无论本
村村民，还是在外工作人员都纷纷助力，三天时
间捐款达40多万元。

“为父老乡亲捐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我们愿意。”北孙村在外工作人员孙志得
说。

在北孙村捐款中，有的孩子把自己的压岁钱
捐了出来，有的老年人把国家给的补贴也都拿出
来了。“建一个主题广场，把所有的捐款名单刻
在了党旗下面，把村民们的善举记录下来。”北
孙村党支部书记张富军说，此次美丽乡村建设，
北孙村硬化小巷65条、22000平方米，建小广场4
个、景观公园一个，并进行了绿化、亮化。

今年，洛城街道实施美丽乡村气质提升工
程，建成“唐王东征·人文饮马”“古城遗韵·韩
家牟城”等47个文化精品示范村，形成了汉风唐
韵、清新田园、古国遗风三大主题集聚区，树立
起鲁派民居新范式。

“现在出门能见绿，抬腿能健身，处处见文
化，乡村真的变美了。”洛城街道屯西村村民付
秀玲说。

“群众踊跃捐款，参与美丽乡村建设，不仅
有效解决了美丽乡村建设的资金难题，同时也增
强了村庄凝聚力和向心力。美丽乡村建设，正在
迈向更高层次。”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秀欣
说。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潜逃8年的部级督办网

上逃犯孙某军被寿光成功抓获。
孙某军，男，50岁，菏泽鄄城人。2011年其

在寿光打工时，酒后与一工友时某发生纠纷，继
而大打出手，同工友曹某刚（已判刑）将时某打
成重伤后一直潜逃在外。

自公安部“云剑”行动开展以来，寿光市公
安局成立了以分管局领导为组长，刑警、网安、
合成等警种及相关派出所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专
案组，对每一个网上逃犯成立一个工作专班，有
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经过缜密侦查，寿光追逃民警获取了重要线
索，孙某军可能在其家附近的地方打工。2019年
8月15日，追逃民警来到孙某军老家，先在外围
进行摸排走访，对摸排到的信息及时进行分析研
判。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工作，民警了解到孙某
军在河南范县某砖厂打工。18日凌晨，追逃民警
果断行动，将正在睡梦中的孙某军成功抓获。

经讯问，孙某军对2011年重伤时某的犯罪行
为供认不讳。现已将其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调查处理中。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8月20日，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菜
农李志强正在建设一座长达328米的大棚。和
他一起建棚的，还有5位本村菜农。

“这里原来是核桃园，我们流转过来建大
棚。现在正在上钢管树支架，很快就能建好。
9月份定植，预计12月份就能收获。”李志强
说。

今年43岁的李志强，是村里的种菜能手。
他刚刚卖掉长160米的大棚，又建了这个新
棚。“玩棚就玩大的。棚面积越大，机械化程
度越高，蔬菜品质越好。”李志强说。

认准这个理儿后，李志强、李舰等6位种
棚老把式看上了村东北角这片核桃园。经过村
里协调，他们以每亩每年1300元的价格流转土
地，建设更高标准的大棚。

在此之前，几位村民的经验也给了李志强
启示。

2018年，东斟灌村菜农李桂清投资85万
元，建设了一个340米长的大棚。“去年11月
20日定植苗子，到今年7月拔园，共卖了三
茬，收入60多万元。今年9月份重新定植，本
钱很快就回来了。”李桂清说，这个大棚彩椒
旺季时，每天能采摘4000多斤。

2013年，村里调整土地时，李桂清投资20
万元，建了一个190米长的大棚。2014年，李
桂清投资40万元，建了一个260米的大棚。去
年，李桂清建成现在这个大棚。

东斟灌村另一位种菜高手李保先，现在种
的大棚长225米。自开始种棚起，李保先家的
大棚经历了四次更新换代，现在的新棚，能种
植3万多棵彩椒，收入是老棚的10倍。

记者了解到，李保先家的大棚智能化程度
比较高。棚内有放风机，只要在手机上操控就
行。可以设置温度，手机能控制风口。卷帘有
自动卷帘机，浇灌用上了水肥一体化设备和滴
灌。

“智能设备省时省事省力，种菜轻快了。

同时，彩椒产量和品质提升了，效益也提高了
很多。”李保先说。

据介绍，东斟灌村今年共投资2000多万
元，建设高标准大棚20个。“新式大棚的内部
设施全是现代化的，村民逐渐成了新型农
民。”东斟灌村主任李春祥说。

目前，东斟灌村彩椒种植面积已达4500多
亩，除本村的4000亩土地，又到周边流转土地
500多亩。东斟灌村紧邻潍坊市寒亭区。今
年，东斟灌村在寒亭区承包了200亩土地，规
划建设8个328米长的高标准超级大棚。

今年，东斟灌村落实大棚两改面积700
亩，现在已经动工建设的14个大棚，面积接近
300亩。这些大棚到9月底10月初就能开始定
植，春节前就能上市。另外16个大棚，本月动
工。

“这些新式大棚年预计给村民增加收入
1000多万，为我们村下一步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东斟灌村党支部书
记李新生说，村“两委”还决定利用3年的时
间，把村内棚龄在15年以上的大棚改造成高标
准大棚。

据介绍，高标准大棚种植的每棵彩椒比普
通大棚增收8至9元。今年，东斟灌村一茬彩椒
收入达到7500万元。

为保证村民都能种起棚、卖动菜，东斟灌
村每一处棚区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都非常
完善。如果建棚资金短缺，可以去村里的资金
互助合作社贷款。

“我们计划借助斟灌彩椒这一主导产业，
挖掘斟灌古国遗风，发展乡村旅游，建设高标
准的楼房，让村民过上生态宜居的生活。”李
新生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隋艳玲

截至目前，寿光市教育现代化创建总体指
标基本达标值实现程度达82 . 89%，高度达标值
实现程度达63 . 15%。在2018年教育部委托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对31个省（市、自治区）328个县

（市、区）进行的基础教育满意度综合测评中，寿
光位居全国第一。这是自2015年寿光与中国教
科院签约共建“全国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4年
后，在教育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

基层党组织为动力源泉

寿光教育系统有170多个基层党组织，
4600多名党员。“我们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作
用，把党员拧成一股绳，把每支党员队伍都锻
造成敢打硬仗的铁军，从而使教育现代化发展
有了‘源头活水’。”寿光市教体局局长、党
组书记李玉明说。

据介绍，2015年6月，寿光下发《关于深
入推进学校党支部“四制”工作法全面加强党

的建设的实施意见》，探索推行了以“目标责
任制、党群联动制、党员导师制、点评问效
制”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党支部“四制”工作
法，明确了学校党建抓什么、怎么抓、谁在
抓、抓得怎么样的问题。四项工作制度涵盖了
学校党建的全过程，为全市教育系统所有党员
干部搭建起发光发热的舞台。

去年6月，寿光市委教育工委正式成立，
全面统筹镇街区党（工）委、教育主管部门和
基层学校等各方面力量，为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在教育工委的统筹协调
下，寿光各级各类学校立足自身实际，创建特
色党建品牌。目前，寿光中学的“三带一
争”、世纪教育集团东城学校的“党旗引领·
绿色东城”、圣城中学的“三圣教育·红色领
航”等党建品牌特色凸显，成为助推寿光实现
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力量。

党委政府支持是关键

2015年10月，寿光市委、市政府出台《关
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意

见》，成立教育现代化领导小组，提出以推进
教育现代化、城乡教育一体化为统领，深化改
革，进一步优化教育规模、结构、布局、体
制，努力形成“体系完整、布局合理、发展规
范、水平一流、人民满意”的现代化教育新格
局。

以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为例，寿光在编制城
区教育设施规划方案时，预留充足的幼儿园建
设用地，刚性落实城区居民小区配套园建设。
目前，寿光全市普惠性幼儿园占幼儿园总数的
93 . 95%，学前三年普惠率、入园率分别达
88 . 85%、99 . 5%，均高于省定标准。

“我市不仅把实现教育现代化作为政府工
作的核心目标，同时也作为地方资源配置的主
要领域。”寿光市副市长陈湘颖说，近5年来
寿光累计投入30多亿元，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校120处，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01处。

编制指标体系作支撑

李玉明表示，要使教育发展的各个方面趋
向和接近现代化程度，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指

标来测定和评估教育现代化的绝对水平与相对
位置。

据了解，中国教科院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所和寿光市教体局编制了完整的《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山东寿光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教育现
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共设置了普及与
公平、结构与质量、条件与保障、服务与贡献
四大层面37个客观定量为主的监测指标。这是
我国第一部地方性的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
系。

李玉明说：“评价体系中每个指标的目标
值都有基本达标值和高度达标值。基本达标值
是指全国教育在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以及山东
省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时应当达到的指标值，
高度达标值是指实现国际发达国家教育现代化
水平时应当达到的指标值。”

中国教科院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吴霓
说：“评价体系不仅为寿光教育改革与发展指
明了方向，也通过具体实践发现该市在某些具
体指标上与教育现代化发展要求存在的差距，
针对性地加以改进，还为其它地方提供参考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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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8月16日上午，寿光市侯镇刘家官庄村民
陈成秋，抓阄抓到新村安置楼三楼，新房三室
两卫，太阳能、厨卫等一应俱全。“楼房有电
梯，很适合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这样的房
子，我满意，心情也很激动，想立马搬进
去。”陈成秋说。

2018年，侯镇刘家河口、刘家官庄两村启
动整村迁建工程。经过10个月地紧张施工，目
前新村建设已经全部完成。8月16日，在公
开、透明、公平、公正的现场抽签下，124户
群众领到了属于自己的新房钥匙。

据了解，新村项目总投资7000万元，占地
44 . 6亩，建设5栋“6+1”楼型，共建楼房192
户（包含48户老年房）。另外还配有一栋三层
幼儿园、一处农机大院和物业管理楼。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在保证质量的基础
上，建设单位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大人财
物力投入，仅用10个月时间就完成建设任务。
“没想到房子建得这么快，都是党委政府的好
政策执行到位。”刘家官庄村民刘金霞说。

8月18日，记者在圣城街道后朴城中村改
造项目工地现场看到，各项工作正在向前推
进。据介绍，7月中旬，后朴城中村改造项目
的2号、11号、26号小高层率先完成主体结构
封顶。

后朴城中村改造项目涉及397户1521人。
项目占地150亩，建设高层和小高层24栋，预
计9月份全部完成主体建设。

“今年以来，按照既定的任务目标，我们

紧盯紧靠，严控质量。按时回迁，让老百姓住
上好房子，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圣城街道办
事处主任郑爱国说。

据了解，圣城街道将城中村改造作为最大
的民生工程。为使群众早日回迁，每个改造村
都有一个专班，都有一名领导干部包靠，随时
解决推进中的问题。

8月1日，圣城街道李仕新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破土动工。“从去年拆迁完毕到现在，全
村人都盼着这一天。”李仕村村民监理李绍兵
说，“村两委和村民派我们来做监理，安全、
质量、进度一定要全力盯上。”

李仕新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室内，挂着
施工进度计划图：8月份挖槽，8月-11月地下

基础施工，11月份开始进行主体建设。
李仕村共有287户，安置区占地129亩，规

划建设17层住宅楼9栋，15层住宅楼4栋，配套
建设集体保障用房和公益用房，建筑面积
155691平方米。小区配备沿街商铺、绿地、车
库等，周边还有学校、医院等。

李仕村与肖楼、南马范等5个村同属于弥
水电商小镇项目，项目区西临金海路、东靠兴
仕路，南近健康街、北依文圣街。“我们村不
仅地理位置优越，周边还规划建设2处学校、4
个公园、1处医院，配套设施十分齐全，预计
2021年下半年回迁入住。”李仕村党支部书记
李道光说。

8月初，孙家集街道东马疃村最后5户完成
拆迁。东马疃村搬迁新楼已接近2年时间，但
这5户一直未拆，其间虽多次做工作，但拆迁
户始终不同意。如果不拆迁，严重影响街道整
体规划、棚户区改造进程和孙家集街道经济社
会总体发展。

孙家集街道成立专项拆迁组，时常与村民
拉家常，反复宣传拆迁补偿政策。东马疃村村
民付兵广的儿子、儿媳赞同拆迁，但付兵广本
人始终不同意。此次，孙家集镇村两级干部重
新梳理了情况，摸透了老人不愿搬迁的深层次
原因，化解了他的心结，最终签订协议。

以往拆迁剩余的难缠户，常存在额外补偿
的想法。“这次拆迁中，我们严格按照原定拆
迁标准补偿，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5户遗留户均未得到任何的额外补偿，做到了
干净、利落、不留隐患。”孙家集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王立伟说。

基本达标值实现程度82 . 89%，高度达标值实现程度63 . 15%

教育现代化寿光有办法

改造城中村 新建安置房

让盼着上楼的百姓住上好房

一个300多米长的彩椒大棚，一年收入60万元

寿光东斟灌菜农：“玩棚就玩大的”

寿光公安抓获
部级督办网上逃犯

村民多参与
村庄更美丽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圣城街道北夏村的游园小广场。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侯镇党委工作人员(右)，向刘家官庄村村民介绍分房流程。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在寿光市洛城街道
东斟灌村，菜农在新式
大棚内管理彩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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