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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依琼

中秋时节，寿光市圣城街道北夏村的柏油路
平坦宽阔，路旁绿树扶苏，墙上绘着文化故事，
老人在胡同口聊天。

“村里干干净净的，孩子们都愿意回家看
看。”北夏村81岁的村民杜玉泉说。

北夏村位于圣城街道西北角，全村78户318
口人。前几年，村里乱堆柴草、乱倒垃圾、污水
横流，蚊虫乱飞。不光村容村貌差，生产路没有
硬化，村民上棚卖菜不便利，遇上雨天更是泥泞
不堪。

百姓有期待，村委有响应。以刘玉江为首的
新一届村委班子上任后，北夏村积极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环境卫生管理机制，全村面貌焕然
一新。

“干部要干字当头，既要想干、愿干、积极
干，又要能干、会干、善于干。”刘玉江说。

说干就干，村委组织协调资金，对村内主要
街道、生产路进行硬化、整修，新修游园供村民
休闲健身。针对村内污水处理修建污水池，每户
埋设排污管道，并对村内生活、生产用电线路全
部进行改造，红砖铺设胡同路面，安装LED灯、
太阳能路灯，种植大小乔木、灌木，清理空闲宅
基地，拆除违建及多占宅基地，新建办公室及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

整洁美丽的村容村貌更得益于家家户户的自
觉行动。北夏村每户村民门前右边都挂着一个卫
生责任牌，每家每户所负责的卫生区域清晰明
白。杜文举家的卫生责任牌显示：“北夏村卫生
责任区，负责人：杜文举，卫生面积：325 . 5平
方米。”

“在每户的房前屋后划定卫生区，大家伙儿
自己动手打扫。时间久了，大家都已经形成了行
动自觉，每天每户早上都会打扫得干干净净。”
北夏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江说。

村民杜玉水做了10多年的村聘卫生保洁员，
但是现在“下岗”了。“村里人人都是卫生‘保
洁员’，每天自觉清扫房前屋后卫生，村里卫生
越来越整洁，根本用不到我们。”杜玉水说。
“我们根据卫生评比情况，给户里上星，老少爷
们都特别看重这个荣誉。家家户户自觉维护环
境 ,已成为北夏的村规民约。”刘玉江告诉记
者。

北夏村地处寿光中心城区西北侧，既有地域
优势，又有土地资源，如何让老百姓真正受益，
成为村委考虑的重要事项。2016年北夏村党支部
倡导党员带动群众参与创办专业合作社，注册
“禹王普惠”商标，引领村民到古城街道后王村
承包土地100亩，建设高标准新型大棚7个，当年
户均增收都在10万元以上，为全村作出示范。

美丽乡村，美在村容村貌，更美在文明新
风。暑假、周末，北夏村的学生在村活动室里学
习、朗读。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在农村开展以
来，北夏村以《弟子规》等传统文化和环境整治
为依托，开展公开课、讲座，村情民意得到很好
的梳理。

在北夏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已取得初步
成效。组建多支志愿服务队，引导村民参与志愿
服务，协调村里矛盾纠纷。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大讲堂为主要阵地，聘请知名老师对村民进行传
统文化教育，村内婆媳关系、邻里关系等进一步
得到改善。

“我们将立足村庄城郊位置优势，深化农村
三产融合。”刘玉江说。

目前，北夏村的田园综合体项目正在推进。
该项目利用村内原有280亩土地，以股份合作社
的模式统一开发，分区域建设水果型蔬菜采摘
区、水果采摘区、菜种植区、儿童娱乐区、种植
体验区、文化科普区、餐饮民俗区等7大板块，
融入农业、文化、休闲元素，形成现代农业、休
闲农业、文化科普、田园生活的综合体。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9月15日，寿光市文家街道八里庄村54岁的
王根云坐在床上看电视。他的母亲、82岁的王玉
香在一旁收拾家务，照顾他。王根云患有精神疾
病，没有劳动能力，平日的生活由父母照顾。

今年，在上级单位帮扶下，八里庄村委为王
根云家整修了房子。“给俺家吊了顶，墙上贴上
了PVC板，木窗户改成了铝塑合金的窗户，家
里干净亮堂了。”王玉香说。

据了解，八里庄村委还为王根云家的老房子
更换了檩条，拆除了老电线，新电线全部套管。

在2019年度贫困户家庭收益的调查表上，王
根云享受的低保金和残疾人补贴分别是3792元、
2400元，还有土地出租1000元。此外，王根云享
受村集体代缴的180元新农合与290元的补充商业
医疗保险。今年，王根云总计收入7662元。

“政府对贫困户进行小额贷款，对大棚种植
户有化肥种子补贴，爱心企业提供油米面等物
资，村集体负担了银龄安康保险，我们在6月份
为四户贫困户修缮了房屋，其他户全部清理打扫
卫生。村内所有贫困户实现了‘摘帽式’脱
贫。”八里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鹏说。

目前，八里庄村共有享受国家扶贫政策户15
户共18人。

77岁的王光起，单身，无儿无女，靠土地收
入生活。八里庄村委为他重新修建了围墙，更换
了电线、插座，改了旱厕。“以前是露天的厕
所，现在改成铁皮房，里面是水冲式厕所，干净
卫生了。”王光起说。

王光起的主要收入有高龄补贴960元、低保
金3996元、养老金1536元、土地租金2000元。

和王光起在一个胡同住着的王家吉家也干净
了。王家吉今年67岁，单身，没有儿女，主要在
物流园打扫卫生。他的老伴有精神病，虽然能自
理，但没有劳动能力，享受低保。

“他家里的垃圾堆满了，我们用三辆三轮车
拉了50多车，才清理完毕。以前进他家都困
难。”八里庄村村委成员王佃国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9月23日晚6点，寿光市上口镇东堤夜市的
摊位摆放整齐，秩序井然。而在上个月，这里
却是另一番景象：部分摊位摆到路中间，菜叶
子、塑料袋等垃圾随处可见。因为拥堵，还影
响了东风大街车辆通行。

寿光市综合执法局上口中队执法人员杨志
军和同事们，联合东堤村委，每天下午3点定
人设岗，提前布控。一路执法人员规范市场展
位秩序，疏导群众、商贩；一路执法人员市场
外“把守”。“一模一样的市场，还是那些
人、那些车，但今年路不堵了，市场整齐了，
短短一个月，执法人员的工作方式、作风，让
人佩服。”东堤村党支部书记刘勇说。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仅靠技术，更靠人。
镇街虽偏离中心市区，但只要人靠上，没有解
决不了的难题。”寿光市综合执法局分管领导
张培忠说。

今年8月，是寿光市容精细化管理综合整
治月。寿光市综合执法局出台了《镇街环境整
治提升行动方案》，创建美丽镇街、美丽家
园、美丽乡村，以期达到无乱搭乱建、乱停乱
放、乱占道摆摊、无违规广告牌、无堆物堆
料、无店外经营的目标。

该局派驻12个镇街中队，联合当地镇街党

委、村委工作人员，对洛城营子、田柳二中西
侧夜市、双王城牛头夜市、台头北洋头夜市、
市区杭州嘉园早市、屯田集等全市镇区100多
处早夜市和农贸集市进行精细化管理。

孙家集街道的东西大街，是镇区的中心

街，全福元门前的流动摊位成了街道最碍眼的
现象。菜贩都是附近村的老人，自种自卖，取
缔后生计咋办，再说也有市场需求。

在镇容整洁和群众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平
衡，在纷繁的城市管理中找到群众满意的“最

大公约数”，是合格执法者的基本职业素养。
孙家集中队队长杨明福和同事们联合孙家集党
工委，在路南麦客多超市附近，毗邻中心又不
影响交通的地方，划出了容纳50～60人的摊
位，将摊点群约束到此经营。曾被堵路困扰的
东西大街，如今变得宽阔畅通。

做到精细管理不容易，执法人员不仅要拆
除未批先建的积年建筑、规范提升旧广告牌
匾、清理占道经营等，还要美化扮靓整个镇容
环境。这一切，寿光市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都
严格按照市级管理标准来操作，其中难度最大
的当属拆除违建。

稻田镇的田马、赵庙、王望等村较富
裕，部分村民擅自将农业土地做商用，将蔬
菜大棚偷建为饭店，改造后的大棚被戏称为
“低配版的五星级饭店”。稻田镇党委在前
期巡查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拆除中遇到了
很大阻力，甚至是暴力抗法。

越是硬骨头，越要啃下来。寿光市综合执
法局稻田中队执法人员挨家挨户下通知，做棚
主工作，告知其违法行为，并下发“责令限期
整改通知书”。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执法人
员袁栋、王道亮等共计拆除3 2处“大棚饭
店”。拆除整改后，他们又挨家挨户要求复
垦，恢复大棚的本来功用。同时，12个镇街中
队协助镇街党委进行普查整改，现已杜绝了
“大棚饭店”违法现象。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9月24日，在晨鸣集团寿光美伦化学浆生
产线中控室的黄文增盯着电脑观察纸浆蒸煮生
产环节波动的曲线，不时记录下机器运行过程
中的关键数据。“电脑操作、远程监督，我们
现在每天的工作主要是跟踪、分析数据。”黄
文增说。

相比原来的纸浆生产线，今年5月投产的
美伦化学浆生产线体现了自动化、智能化的特
点。“以前我们在纸浆蒸煮现场操作，看温
度、听声音，大汗淋漓。”黄文增告诉记者。

“老的纸浆生产线设备落后，自动化程度
较低。美伦化学浆生产线操作简捷，基本上不
用现场工作。”美伦生产线厂长吕明说。

“制浆是晨鸣的心脏。美伦化学浆生产线
年产100万吨纸浆。”寿光晨鸣集团总经理张
文华说，纸浆通过管道，供给寿光晨鸣的9个
造纸厂使用。

“购买市场上的化学浆，一吨浆约5000
元。而自制的话，每吨3700多元。这样不仅有
了成本的优势，而且浆的强度高，纸张的品质

提升了很多。”张文华说。
据介绍，作为中国造纸龙头企业，晨鸣集

团拥有明显的浆纸一体化优势。目前国内有五
大浆厂，其中晨鸣拥有湛江、黄冈和寿光三大
浆厂，木浆产能最大，超过420万吨。

8月15日，晨鸣纸业发布的2019年中报业
绩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5 . 1亿元，二
季度盈利比一季度环比增长1157 . 95%。记者
了解到，随着晨鸣新建的寿光美伦高档文化
纸、寿光本部文化纸改造、寿光美伦100万吨
化学浆、黄冈晨鸣化学浆等项目在二季度陆续
投产并逐步发挥效益，生产成本每吨降低1000
元以上，公司经营业绩整体向好。

“公司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积极淘汰落后产能，率先布局全产
业链，成为全国首家浆纸产能完全匹配的林浆
纸一体化企业，在质量和成本上占据了绝对的
市场竞争优势。”晨鸣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中国造纸工业协会数据，2018年，木浆
占我国造纸原料的33%，其中国产木浆仅占
10%。我国木浆生产量明显过低，严重依赖进
口。

建设大型浆厂，是林浆纸全产业链的核心
环节。2005年，晨鸣承接经国务院批准的广东
湛江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先后投资265亿元，
建成100万吨化学浆厂和4条国际一流的造纸生
产线，成为当前全球装备最先进、产品最具竞
争力的现代化大型造纸企业。黄冈晨鸣化学木
浆项目，是湖北省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从欧
洲全套引进国际一流的技术装备，生产过程全
部实现自动化控制，并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制
浆技术和环保工艺，环保处理及清洁生产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建设寿光美伦化学浆项目
上，晨鸣集团从欧洲引进了134套国际一流设
备，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连续蒸煮和无元素氯
漂白技术，阔叶浆、机械浆全部自产自足，并
打破对进口产品的依赖。同时，生产的高档漂
白木浆替代脱墨浆等低档浆，产品全部转型升
级为高档、高附加值纸品。

据悉，晨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累计投入20多亿元，在广东、广
西、江西、湖南等地发展原料林基地200多万
亩，不仅增加了森林面积，改善了自然生态环
境，而且有力地推进了全国林业产业化进程。

据介绍，晨鸣集团按照“聚焦主业、做强
实业”的发展思路，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之路，以绿色生态引领转型升级，以
产业优势增强发展后劲，全力打造千亿企业，
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造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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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吕洪光

9月20日上午11点，在寿光市化龙镇区洪
海饭店厨房操作间，老板陈洪海在三个新钢盆
内洗菜，用消毒池子洗碗。“洗菜、洗碗分
开，更干净卫生。”陈洪海说。

记者看到，洪海饭店大厅内开着灭蝇灯，
厨房下水道口放着铁丝网，阻挡老鼠进入。

8月7日，国家卫生镇技术评估专家组对化
龙镇国家卫生镇创建工作问题做了反馈。其中
一条是洪海饭店消毒池子少。

随后，化龙镇市场监督管理所责成洪海饭
店进行整改。陈洪海新购买了三个盆子只用于
洗菜，消毒池子仅用于消毒、刷碗。

“开饭店，最重要的就是卫生。有了专家
的指点，以前做得不到位的地方立即整改好，
让客人吃得更放心。”陈洪海说。

今年8月，化龙镇通过国家卫生镇技术评
估，成为国家卫生镇。2016年12月，该镇成功
创建为山东省卫生镇。随后，该镇用三年时间
向国家卫生镇冲刺。

“行业卫生是创建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
我们针对不同类别不同特点，分类施策、加强
管理。”化龙镇副镇长付春玲说。

据介绍，化龙镇依照《公共场所管理条
例》和《食品卫生法》的要求，把管理纳入规
范化、法制化轨道。该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和镇
城建办等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全镇公共
场所、饮食服务业进行地毯式检查、清理。凡
是证件不全、设施不到位、环境卫生差的单位
一律停业整顿，对整改不达标的营业网点一律
关停。

在化龙镇马庄社区，记者看到，下水道上
安装着铁丝软网。“这样，社区里就没有了老
鼠，显得干净卫生。”社区居民刘兴文说。

每年夏、秋两季，化龙镇都要集中灭蝇、
灭蚊，冬、春两季重点进行灭鼠投药，一年四
季灭蟑螂。2018年以来，该镇共投入除害经费
12万元，安装毒饵站2 . 1万余处，使用各种消
杀药物6吨。

在国家卫生镇验收之前，化龙镇卫生院存
在卫生间瓷砖脱落、隔断门损坏等问题。发现
这些问题后，镇卫生院随即整改。“基础设施
坏了就要抓紧修，日常工作就得做细做实，验
收审核促进我们工作提升。”化龙镇卫生院副
院长信维刚说。

化龙镇鲍家村卫生所内，摆放着12种预防
疾病、健康饮食的小册子。卫生所所长王勤也
经常组织村民，宣讲慢性病预防、营养饮食知
识。

“以前农村夏秋季节，经常有人患上肠
炎，现在消化疾病很少了，吃东西闹肚子的很
少了。坏的水果都不吃了，剩菜也基本没有人
吃了。”王勤说，“现在农村的水质好了，个
人的防范意识强了。给大家传授健康知识，也
都愿意接受了。”

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化龙镇以卫生院为
重点，重点抓了宣传教育和预防接种工作，每
年根据不同季节开展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
预防为主的宣传教育。利用“村村响”广播平

台，全镇定时广播健康教育宣传节目，截至目
前，累计播放健康教育宣传节目24000多分
钟。

据介绍，化龙镇“四苗”接种率和新生儿
乙肝疫苗接种率都达到了100%。近三年来，
该镇无传染病暴发流行。

鲍家村沿街的墙上写着：房前屋后打扫
好，这日子错不了。“我们村大街小巷都干
净，大家看到地上有牛奶盒、塑料袋，自觉捡
起来。”鲍家村村民郑秀菊说。

近年来，鲍家村投资50多万元建设美丽乡
村，整修了排水沟，栽植了绿化苗木，粉刷了
墙壁，建设了游园。“村里干净了，漂亮了，
晚上绕着村子走走的人很多。经常锻炼，村民

精气神好了。”鲍家村党支部书记李水勇说。
今年，化龙镇重点实施23个村的人居环境

提质工程，总投资1500万元，粉刷房屋62万平
方米，绘制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画3 . 6万平方
米，新建游园广场31处4 . 5万平方米，新增绿
化面积8万平方米。

到目前为止，化龙镇已完成改厕4552户，
安装了冲水桶、排气管、化粪池盖板等设施，
完成上级任务量的113%，列寿光全市第一
名。

“创建国家卫生镇，契合了百姓对美好生
活的期待，促进和深化了我镇美丽乡村的内涵
和外延，让乡村生态宜居一步步成为现实。”
化龙镇党委书记韩效启说。

晨鸣集团成全国首家木浆自产自足纸企

一吨纸张成本降千元

饭店干净了，旱厕改造了，村民爱锻炼了

化龙镇成功创建国家卫生镇

寿光对镇区容貌进行综合整治

32处“大棚饭店”拆除后复垦

晨鸣集团湛江公司的全球纸幅最宽的文化
纸生产机。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市化龙镇的乌阳河目前已被改造成为景观河道。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在综合整治行动中，寿光市综合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在整理镇区容貌。

北夏村：
人人都是保洁员

八里庄村15户
贫困户“摘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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