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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10月6日上午，寿光市台头镇三座楼村，
85岁的刘桂东从村委大院领取了三袋米、两桶
花生油，还有100元现金。“重阳节村里号召
好心人捐款捐物，发给老人，还给我们举办活
动。这个节，每次都过得开心。”刘桂东说。

这是该村庆祝重阳节的重要活动之一。从
2011年，三座楼村就隆重举行重阳节。“当
时，年轻人出去的多，光剩下老人在家。如何
关心老人爱护老人，形成敬老爱老的氛围，我
们决定举办重阳节。”三座楼村党支部书记刘
瑞祥说。

举办节日不仅需要钱，更需要村民积极参
与。为老人过重阳节捐款就成了最重要的形
式。今年三座楼村企业、个人捐款8万多元，
除去为老人购买的物品，还有部分钱用来演
出。

三座楼村经营企业的刘长武每届重阳节都
捐款。“我们村大家都捐一点钱，节日就办起
来了，爱老氛围就有了，村风就好了。”刘长
武说。

三座楼村盲人、73岁的刘效先收到善德公益
义工刘桂秀等人送来的棉袄棉裤，还有棉被。
“在大家的帮助我下，我吃喝玩乐都有了，每天
生活都很舒心。”刘效先说。

因为过重阳节，很多年轻人回家看看。“现
在村里和老人拌嘴吵架的没有了，多的是怎么样
给老人吃好喝好陪好，已经形成敬老爱老的氛
围。”刘瑞祥说。

10月6日上午，洛城街道屯西村地下文化广
场，300多位70岁以上老人欢聚一堂，参加村里
为老人们举办的“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茶
话会。“祝全村老人健康长寿”“百善孝为先”
等标语温暖着在场的每一位老人。

每10位老人坐一桌，座位上早已标记好老人
的名字。老人们一进场，就会有村干部和党员群
众代表走上前，引领到座位上。

桌子上准备好了水果、面包，每位老人一个
水杯，志愿者们为老人们倒上热水。本村的文艺
爱好者们为老人们表演了广场舞、扇子舞、武
术、瑜伽等节目。

寿光市京剧团的演员们则为老人们带来了戏
曲、小品、舞蹈、歌曲等丰富多彩的节目。

“虽然这只是简朴的茶话会，但我们希望通
过这样的活动进一步弘扬尊老爱老、孝老敬老的
传统美德，把我们屯西村建设成和谐美好幸福的
大家庭。”屯西村党支部书记葛茂学说。

据了解，屯西村老年人的福利如下：每位老
人每年2500元的小麦款补贴，1000元的现金补
贴；60岁以上老人，每月100元的“福利票”，
春节800元的“福利票”，“福利票”可以在小
区周边的170多家沿街商铺消费，既方便又实
惠。

屯西村投资140万元建设了老年活动中心，
总面积1500平方米，设有书画室、图书室、棋盘
室、健身室、影视室、茶水室等10个活动室，能
满足全村老年人的娱乐爱好。

针对年轻人在外经商，部分留守老人就餐
不方便的问题，屯西村成立了老年公益食堂，
每年补贴10万元。每周一至周六为70岁以上老
人提供午餐，每日餐品不重样，每餐每人标准
不低于6元，老人每顿饭只需花2元钱就能吃
好。

据介绍，屯西村长寿老人逐年增多。据统
计，全村3470人，现有70岁以上老人426人，80
岁以上老人107人，90岁以上老人27人，百岁老
人1人。

10月6日，寿光市文家街道王端宇村举行了
“第十三届老人节庆祝大会”。村“两委”将准
备好的棉被和慰问金亲手送到老年人手中，并组
织老人们集体用餐。王端宇村老人王中民说：
“村里对我们老人很贴心周到，好日子都是党领
导得好。”

重阳节敬老活动王端宇村已连续举办了13
年。“老年人为村里的建设出过力，作过贡献，
村集体不能忘记他们，虽然礼不重，但也体现着
集体的关怀，希望这些老年人能够感受到村集体
的温暖，健康幸福地过好晚年生活。”王端宇村
党支部书记王向民说。

据介绍，寿光975个村，村村为老人举办了
老人节。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0月13日下午，寿光“科技特

派员”张梅志、刘春香来到省定贫困村、上口镇
程北上口村刘年华的西红柿大棚内，对浇水施
肥、土壤酸化，病菌预防等种植技术进行了详细
讲解。“专家手把手指导，我们种菜有信心。”
刘年华说。

近年来，寿光市围绕省扶贫工作重点村产业
发展科技需求，选派19名扶贫科技特派员，重点
服务台头镇太平村、侯镇黄疃村等10个省定扶贫
工作重点村，为这些村提供农业科技成果示范推
广、技术培训、技术咨询等服务。

科技人员对贫困村在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遇
到的技术难题提供解决措施，技术人员所在单位
优先将先进适用技术、农业新品种等科技成果在
贫困村进行转化实施，帮助贫困村和贫困户依靠
科技脱贫。

寿光市还实施科技下乡助推扶贫行动，发
挥科技在脱贫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搭建农村科
技服务平台。寿光建设了洛城董家营子和纪台
镇齐家等6家农科驿站，示范推广蔬菜种植新技
术6项、蔬菜新品种9个，培养科技致富带头人
30余人。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0月10日下午3点，寿光市碧桂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开发报建主管张群登录山
东政务服务网，申请碧桂园4、5号楼的建筑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上传竣工验收备案有关
材料。

在山东政务服务网审批平台后台，寿光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规划建设科科员辛媛媛接收到
张群发来的信息，然后在网上审阅、受理了资
料。当天下午4点半，辛媛媛就在后台完成了
审核和审批。随后，张群收到备案完成的信息
通知。

“竣工验收备案审批通过网上预审受理方
式，我在家就可以办理了，不用跑腿。原来这
样的备案，我得3天才能办完，现在不用来回
跑了，时间也大大节省了。”张群说。

“我们不断进行审批流程改造，通过网上
审批，改变了过去办事人员到窗口填写资料、
审查、领取结果造成多次跑腿的现象。建设单
位人员在家即可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实现竣工
验收备案‘零跑腿’。”辛媛媛说。

人防行政许可手续是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推进的难点，也是实现项目全流程审批
的关键点。9月26日，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联合寿光市住建局出台通知，将新建民用建筑
人防工程控制规模最低限值调整为工程地上总
建筑面积的7%。

人防行政许可手续，改革前需提交材料4
项，现在只需提交申请表、规划总平面图2项
材料，审批时限由之前的承诺时限2个工作日
改为即办。

“针对每一项审批，我们都深入研究优
化，进行流程再造，力争实现‘零跑腿’全程
网办。”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王利说，
“随着流程再造和‘一窗受理’改革工作的不
断深入，‘一次办好’标准化模板要求我们为
办事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服务。”

10月11日上午8点半，潍坊市鸿程置业有
限公司春风江南（二期）项目业务经理马丽娜
在山东政务服务网和市场监管与诚信一体化平
台，申请建筑施工许可证。

在网上审批平台后台，寿光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规划建设科科员李爱萍对企业提报的4项
材料进行预审、受理，然后通过部门间信息共
享和内部流转，将土地证、规划两证、图审合
格证等要件补齐。后台审批完毕后，李爱萍当
天下午就通过快递把建筑施工许可证寄出。第

二天上午，马丽娜收到快递。“以前办理施工
许可证之前，得先完成质监、安监两项业务的
审批。现在，企业只需对质监、安监作出一纸
承诺就能直接办理了。”马丽娜说。

据介绍，为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
程优化再造，优化营商环境，寿光以审批代办
服务为重要抓手，成立寿光市代办服务办公
室。“建立起市审批局、部门单位与各镇街
‘三位一体’的‘一链式’审批代办服务体
系，从内部打通审批堵点痛点，切实提高审批
效率，助推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驶入快车
道。”王利说。

城北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为寿光市重要的

市政工程，项目建成后能有效缓解寿光市污
水处理能力不足的现状。代办服务办公室工
作人员卢滨多次对接该项目，与规划、国
土、方案审查、图审等单位沟通。目前该项
目已顺利通过规划方案审查，并取得工程规
划许可证模拟审批意见，施工图已报图审单
位进行模拟审查。

“通过模拟审批和提前公示，加快了项目
手续进展速度。下一步，该项目取得不动产登
记证后，项目单位可持模拟审批意见直接领取
正式证件。”卢滨说。

“有很多程序、手续，我们不太清楚。代
办人员主动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协调单位，效

率大大提升。”寿光城北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
副经理李新明说。

寿光市渤海工贸有限公司LNG加气站项
目，包括加气站罩棚和站房两个工程，手续较
多。该公司总经理张德荣向寿光代办服务办公
室申请了代办。代办员刘晓迪、卢滨接待了张
德荣，并详细了解了项目情况和需要代办的事
项，制定了工期计划。目前，该项目的审批已
代办完成。

“代办的同时，我们建立疑难问题协调解
决、代办项目进度通报、代办服务评议等制
度，有力推动项目代办进度，切实助推项目早
日落地开工、投产达效。”王利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寿光农商行职员杨友会，10分钟点钞2720
张，并且准确无误。高师傅开锁人陈东旭1分
24秒打开了三把家庭锁，又使用2分12秒打开
了两把高级汽车锁。联盟集团的叉车驾驶员王
勇驾驶叉车，把叉车上的横针穿入工作台上三
根针的针眼，用时1分10秒。

在日前举行的寿光市“菜乡工人大比武、
献礼国庆展风采”职工技能大比武活动中，各
路人马纷纷亮出自己的绝活。

此次大比武活动自5月开始，分培训练
兵、分类组织、集中比武和总结表彰四个阶
段，共有1000多个企事业单位和行业组织参
加，涉及43个工种的12 . 8万名职工参与。其
中，集中比武现场有机器人操作、应急消防、
蔬菜嫁接、育婴师、快递员等32个工种同时展
开比赛。

9月24日，大比武活动举行决赛。主赛场设
在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园，分室内室
外两个赛区，分会场设在洛城全福元中心、康
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层层选拔，共有32
个工种的700多名选手参加大比武决赛。

山东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魏勇说，
大家集中展示绝活，同台展开竞赛，既是向国
庆节献礼，又是工人阶级主力军风采的展示，
也是奋战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上午9点，随着裁判的一声“开始”，来
自寿光各个银行的27名点钞高手娴熟地抓把、
点数、扎把、盖章。选手们一个个全神贯注、

目光紧锁，手指飞舞在点钞券上。
“时间到！”随着裁判员的停止令发出，

裁判员们开始成绩核对。经过清点，来自寿光
农商行的杨友会获得点钞技能大赛冠军。杨友
会采用的是手持式单指单张点钞法。记者注意
到，杨友会手指上磨起了厚厚的老茧，这都是
平时苦练造成的。

“刚上班的时候，看到同事们手指如飞地

点钞，我觉得太厉害了，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
像他们一样练一手绝活。”杨友会说，从那时
起，她随身总是带着一叠点钞券，一有空就练
习点钞。参加各项点钞比赛10年来，杨友会成
绩越来越好，多次在寿光市、潍坊市比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

潍坊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李付
顺说，这次职工技能大比武活动进行了许多方

面的创新，变原来多点分散竞赛为定点集中比
武，充分展现了这几年开展技术练兵和比武活
动的丰硕成果。

快速开锁比赛现场，高手们的比试吸引了
大批市民围观。40名参赛选手在经过对决后，
陈东旭获得了开锁比赛的第一名。“我从事这
个行业14年了，只有每天刻苦练习，才能保证
开锁的速度。”陈东旭说，参赛选手们的水平
都很高。能够夺得这项比赛的第一名，除实力
较强，也存在运气的成分。

叉车赛场上，叉车驾驶员们用叉车表演
“穿针引线”绝活。一台叉车的叉尖上，有一
根非常细的针，同时在工作台上插有三根针眼
为1 . 5毫米的钢针。叉车驾驶员王勇驾驶叉
车，慢慢向钢针靠近，并顺利用叉车上的横针
穿入工作台上三根针的针眼，用时1分10秒。
该项绝技考验的是叉车工对叉车准度、精度的
掌控性。

叉车比赛现场还有绕桩竞速、步步登高、
叉车倒红酒、叉车搭积木的比拼。电力叉车
组，来自晨鸣集团的赵俊超夺得大企业组冠
军，来自东宇鸿翔的秦新元夺得小企业组冠
军。柴油叉车组，来自晨鸣集团的张传涛夺得
大企业组冠军，来自鲁源化工的杨金元夺得小
企业组冠军。

寿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袁世俊说，本次
职工技能大比武活动广泛发动和引导职工积极
参与，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练、以赛
促职工队伍职业技能素质和技术创新能力“双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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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0月14日，秋意浓浓，阳光正好。在寿光
市圣城街道李二村，记者看到：道路宽敞，房
屋整齐，黄杨、冬青、樱花、女贞等绿植错落
有致。新建的广场上，63岁的村民白学广带着
小孙子，拉着扭扭车在玩耍。87岁的牟德英正
和老伙计们聊天。广场中间的塑像是农圣贾思
勰。

“为了让老百姓有一个可以休憩游玩的小
广场，村委把原来的村委大院拆了，种上了绿
树，建了长廊，还做了很多有关《齐民要术》
的宣传栏。小孩子喜欢在这里玩，也喜欢让老
人给他们讲墙面上的故事。”李二村村主任白
学胜说。

今年7月，李二村建设了以贾思勰文化为
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白学胜和常来游
玩的村民就成了村里的义务“解说员”。

“《齐民要术》的作者是北魏时期的贾思
勰，老一辈人都说他是我们李二村的，但历史
久远无从考证。几十年前，在我们村东头发掘
出关于他的叔伯兄弟贾思同、贾思伯的墓碑，
这印证了贾思勰是我们寿光人的说法。”82岁
的村民孙恒亮说。

《齐民要术》有许多流传至今的农谚，如
“一年之计莫如种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等。现在，
这些农谚在李二村再次“流行”。

“广场东面墙上都是关于农耕文化、田间
管理的浮雕，村里的墙绘还有很多关于《齐民
要术》的介绍。我们希望更多后人了解齐民要
术，知道贾思勰的农耕思想，让文化传承下
去。”李二村党支部书记李文全说。

《齐民要术》是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
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
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放到现在都很有借鉴

意义。比如，贾思勰很重视对农业生产、科学
技术与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描述了多种经营
的可行性。

千百年来，这些思想有很多实际应用在生
产生活中。“李二黄瓜为什么那么有名？因为
我们村的种植有技巧，老百姓施用的都是大
豆、酵素一类的有机肥。现在，越来越多的村
民选择用新型温室大棚进行种植，让科学技术
和经济效益紧密相关。”李文全告诉记者。

据了解，从上世纪80年代李二村村民就开
始种大棚，李二黄瓜也远近闻名。随着蔬菜大
棚的发展，各家收入一年比一年高，经济条件
好了，生活也越来越美。

据介绍，李二村全村224户、910口人，耕
地350亩，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蔬菜大
棚和外派技术。

“你问我家住在哪，就在《齐民要术》里
查，农圣故里是我热恋的家。种着三亩二分

地，埋着金灿灿种子、长出翡翠般的芽。小小
一把菜篮子，装着北京城的菜肴、大上海的
瓜。一年四季好风景，美丽菜都我的家。”这
首白学广经常哼唱的《寿光谣》，呈现的是
“中国蔬菜之乡”的历史与现状，体现的是寿
光人的成就和自豪。

据了解，自美丽乡村建设以来，李二村全
村硬化路面16000多平方米，种植树木2000余
棵，粉刷墙面3万多平方米，饺子宴、孝德大
讲堂、文化下乡、环保酵素推广、科普下乡、
志愿服务等一系列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顺利开
展。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村庄不断发展
提升。李二村不是一处孤立的盆景，而是圣城
70个村庄的缩影。”圣城街道办事处主任郑爱
国说，圣城街道注重各村庄历史文化资源的挖
掘，形成了历史文化聚动力、绿色文化促发
展、时代文化促和谐的新局面。

10分钟点钞2720张，1分24秒开三把家庭锁

技能大比武，精英职工展绝活

农圣故里传承农耕思想

《齐民要术》上墙了

寿光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再提速

网上预审 全程代办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工作人员正在为办事群众解释政策。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职工技能大比武活动现场。图为银行系统职工正在进行点钞大赛。

看演出 吃水饺 领福利

重阳节，寿光老人这样过

19名科技特派员

助力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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