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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梦
通讯员 程源 马朝霞 报道
本报临清讯 10月16日晚7点，淅淅沥沥

的小雨未能阻止1000余名观众会聚到临清市
魏湾镇李圈村文化广场，《中国鼓》的铿锵鼓
点瞬间点燃了观众的热情，拉开了整场文艺
汇演的序幕。随后，多种艺术形式轮番上阵，
现场高潮迭起，掌声、笑语声此起彼伏。

“在村里第一次见到LED大屏，现场音
响视频效果很震撼，节目种类多水平高，不
少节目都是身边人身边事，看得明白听得清
楚，感到很亲切。”村民张金强赞不绝口。

不仅在魏湾镇，这样的汇演覆盖了临清
全市7个镇(街)，演出场场爆满，惠及城乡上
万名群众。8月以来，临清发起以“悦动城
乡、多彩临清”为主题的文化汇演，创新探
索“7+100”模式，即7场文艺汇演100个精彩
节目。这100个节目一部分是从临清京剧团
等专业团体以及全市机关干部展演、新春音
乐会、春节晚会等选取的高水准文艺节目，
一部分是面向全市城乡征集的本土和原创的
文艺节目。遴选出的精品节目，采取“城乡
手拉手，结对送文化”的方式，每场由不同

的城区艺术团和农村演出队结对演出，为群
众送上一道道文化大餐。

“我们村的健身集体舞参加了汇演。因

为主演是老百姓自己，舞台在乡间，他们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激情。”大辛庄街道前
户营居驻村第一书记宋海洋对活动深有感

触，“老百姓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更
高，以往文化下乡百姓的参与感较低，这次
活动使用了高端影音设备，现场效果高大
上，节目内容又接地气，为热爱文艺的村民
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很受群众欢迎。”

张佰山是一位京剧爱好者，来自尚店镇
仓上村，喜欢在业余时间听戏唱戏，还加入
了村里的京剧协会，这次他和村民刘凤然一
起表演了京剧《军民鱼水情》。“平时经常
在村里的小广场唱，没想到今天我们能站在
这么大的舞台上，面对上千名观众，内心很
激动。”演出已经结束了，张佰山仍然难掩
兴奋与喜悦。

“只有让文化流动起来，才能生生不
息。我们在认真抓好送文化、种文化的同
时，着力抓好乡土文化的挖掘、培植和传
播，努力实现文化在城乡之间的深度融合、
双向流动。”临清市委宣传部长王磊说，临
清市正在构建长效机制，持续打造“悦动城
乡、多彩临清”文化品牌，做到精品文艺节
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实现
“政府搭台，百姓唱戏”，让城乡文化联动
繁荣起来。

发起“悦动城乡、多彩临清”文化汇演———

“7+100”场演出圈粉上万城乡居民

□记者 彭 辉
通讯员 张小寒 张绍娜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轰隆隆……”9月19日上

午，在文登区张家产镇大永福村村民王希平
家外，一台吸污车正在作业。吸污车驾驶员
王鹏也没闲着，掏出手机，打开“厕管平台”
APP，拍了张作业现场照片并熟练地传了上
去。抽粪咋也这么洋气？一旁的王希平一脸
疑惑。“有了这科技手段，咱老百姓不用再担
心厕所漏抽、漏修。”王鹏说。

改厕，改好更要管好。截至目前，文登区
累计完成农村改厕1 0 . 6 3万户，财政投资
12756万元，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覆盖率达
92 . 1%，基本实现了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常
住人口的全覆盖。如何保障改厕成果长期发
挥效益?庞大的改厕基数下，农户的化粪池
渣液如何抽取，抽取的渣液如何存放使用，

厕具怎样维修?这些成为文登改厕后同样要
面对的“必答题”。

无缝调度、实时监管、全程追溯，8月初
“厕管平台”APP的运行让文登厕管有了“信
息化之手”。文登10 . 63万户厕改信息都上了
平台。“咱有吸污或厕具维修需求时，可以随
时打服务热线或者通过村里的厕管员申报，
平台立马安排。月初咱村抽了厕所，前几天
还给几户人家换了厕具。”侯家镇崔家村党
支部书记崔喜良说。

农户方便，管理也更方便。吸污人员作
业时，只需要通过手机终端APP依次点选
镇、村、户名，完成作业拍照上传。同时，安装
在吸污车上的摄像头和GPS定位，可以向平
台管理终端实时精准地传输画面和方位信
息，与前期录入平台的各类基础信息共同形
成强大的精细化管理数据库。

“人、车、物就在‘眼前’，远程监管就轻
松实现了。”在文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
入“文登区农村卫生厕所长效管护监管平
台”的管理页面，车辆实时视频、轨迹回放、
车辆位置、司机管理、任务管理等功能模块
一应俱全。点击查看“实时视频”，纳入平台
的所有吸污车实时画面一目了然。“平台设
计在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实现部门、镇街
联合线上监管，从而保证作业更加精准，有
效防止抽粪作业造假、抽粪后渣液乱倾乱倒
现象发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王宜琦说。

支撑平台的，还有一套线下长效厕管机
制。按照“建管并重”理念，文登在出台卫生
厕所长效管护实施方案、按照每年每户60元
标准补贴长效厕管的基础上，各镇街设立镇
级管护服务中心，并从低成本建设、资源化
利用、减轻农民负担的角度出发，探索形成

了厕管与“精准扶贫、环卫一体化、现代农
业、厕具企业”相结合的四种长效管护模式，
在我省首批建立农村厕所长效管护机制，让
渣液抽取、存放、使用等厕管难题迎刃而解。

作为长效厕管模式的参与方，文登山泰
生态园副总经理梁航的感受很直接：“在宋
村镇推行的‘厕管+现代农业’长效模式中，
我们出资15 . 6万元购买了吸污车辆，投资30
多万元在园区建造了发酵场地，负责对农村
渣液进行收集，经发酵处理后直接作为有机
肥供给园区。初步估算，这每年可为我们节
省约70%的有机肥成本。”

据王宜琦介绍，下一步将对村级兼职厕
管员进行培训、考核，让厕管员更负责、更明
白地为农户服务。同时，进一步研究突破街
道狭窄阻碍吸污车入户等实际难题，让农村
厕所长效服务政策走进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杜辉升 纪 伟
本报通讯员 季德山 郇昌峰

10月10日，在临沭县玉山镇陈林村，残
疾村民刘晓华正在使用智慧化厕所管理系
统：“用手机APP扫一扫二维码，自家的厕所
清理次数、时限和报修管理就能一目了然。”
智能化厕所管理平台的投入使用让该镇万
余厕改户再无后顾之忧。

临沭县玉山镇按照“一厕一责任，一厕
一预算，一厕一核实”的要求，落实“一户一
厕一责任人”终身负责制；同时，村里建立健
全精细管护体系、村组厕所长的服务机制，
加强粪液收集运输管理，严禁出现随意倾
倒、私拉乱运的行为，确保了粪渣粪液管理

有序、应收尽收、及时清运、有效利用。
农村厕所建设易，管理难、维护更难。针

对现状，玉山镇加强了对镇驻地、农村广场、
中心大街等人口密集的厕改户的运行监管，
力争达到“四净三无两通一明”，即地面净、
墙壁净、厕位净、周边净，无溢流、无蚊蝇、无
臭味，通水、通电，路灯明。

目前，玉山镇10968个厕改户都张贴了厕
改管理“二维码”，建立了农村无害化卫生厕
所长效管护的数据库。日常工作做到有制
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督查等“五
有”，杜绝了无害化卫生厕所“不无害”“不卫
生”的现象，建立起“管、收、用并重，责、权、
利一致”的长效管护机制，实现了“手机扫一
扫，农厕情况全知道”。

负责开发这个智能化厕所管理平台的，
是山东思通曼科技公司负责人、大学生创业
者陈泉江。他表示，目前大众智能环保平台
已经推广到整个临沭县。由公司承包厕所保
洁和后续维护工作，厕改户拿出10元/次的
服务费，便能享受公司提供的定期上门清扫
服务，村民会体验到农村厕所管理也是一件
能够科技化、系统化、智能化的工作。

玉山镇党委书记刘崇宝说：“我们依托
厕所改造的资源和优势，不仅创设了‘智慧
+’‘市场+’‘互联网+’和四级管理机制，还走
出一条废物再利用、资源再加工的可由之
路。”该镇71个自然村已经实现了对厕改户
从需求提交到分配处理以及粪污去处进行
全方位的管理监控，对预处理点、抽厕过程、

粪污去向实现了可追溯管理。
目前，该预处理点粪水、干粪年吞吐量

约为6万立方米，足以处理一万多厕改户与
200多家签约养殖户产生的粪水，实现了预
处理点粪水资源全部回归土地再利用，提高
了农作物产量、减少了化肥使用量、提高了
土地养分含量，给当地农户带来实际收益。

“互联网+”让“厕所革命”嫁接多模式创
富致富新模式。在实际工作中，玉山镇创设
了“厕所革命+有机肥生产+生态农产品基地
+电商推广”产业链条，让生产出来的纯绿色
种植的农作物以及养殖必需品和公司的绿
色产品，通过电商平台推向全国市场。仅去
年一年，大众智能环保平台就销售无公害生
态有机肥12万吨，实现盈利15万元。

文登：信息化运行“厕管平台”

让改厕改好更用好

临沭：探索搭建农村厕所智慧化管理体系

扫扫“二维码” 农厕情况全了然

□本报记者 刘 磊
本报通讯员 陈卫华 尹桂华

9月26日，临淄区凤凰镇周家
村。

秋天来了，桂花落了，这时的
叶子看上去显得有些疲劳，但村民
滕玉明却依然精神头十足，起了个
大早，简单对付两口早饭，便开始
在还迁的新房内忙活起来。

“盼了10年啊，圆了住楼的
梦。以往都是给人装修，现在轮到
给自己装房子了。”滕玉明感慨地
说。

周家村旧村改造工程一拖10
年，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其实，早
在2009年，周家村就启动旧村改造
计划，先后建起三栋楼房。2012年、
2015年也曾先后两次组织分房，但
都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

长达10年的时间里，村民只能
住着老旧危房，望楼兴叹。新楼住
不进，旧房拆不了，后续项目停
摆，村民怨声载道。

今年初，凤凰镇将“周家村楼
房使用及旧村拆除”列为全镇16项
攻坚克难工作任务之一，由镇人大
主席、申路片总支书记张新忠牵
头，派镇上工作经验丰富、工作能
力强的边文阶驻村包村，解决这一
难题。

“前后用了10天时间，通过入
户走访、座谈调研等方式收集意见
建议50余条。”张新忠告诉记者，
“两次分房为啥分不成？说到底，
村“两委”班子在群众中没有公信
力，分房方案不透明、不公平。”

在凤凰镇党委书记郭亦华看
来，要治烂摊子，必须先建好班子，劲儿往一处使，心往
一处想。

10年时间，村“两委”经历三次换届，一些积累下来的矛
盾没有及时解决，后任不理前任的账，“两委”班子一盘散
沙，相互推诿扯皮，在群众中威信差……凤凰镇首先将加强
周家村党支部建设作为推动拆迁分房工作的突破口。

说干就干。镇党委列出“问题清单”，驻片包村干部
先后组织村两委成员召开20多次碰头会，讲明决心，讲清
问题，讲严后果，从根本上改变村班子成员“两张皮”问
题，把松散的村“两委”班子重新聚合起来，推上担当作
为的正路子。

为让分房方案充分体现村民意见，周家村召开党员和
村民代表会，公开推选7名普通村民组成分房小组，在镇
党委和村“两委”的领导下，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
周家村重新制订了分房方案，还邀请法律顾问参与，依法
依规，公平公开，以最大程度保障村民的根本利益。5月
27日确定分房方案后，次日开始入户签字，3天时间就有
99户村民签字同意。

6月6日，在临淄区公证处工作人员的见证下，抽签完成
了所有楼房的分配工作。在抽签过程中，周家村党支部书记
谭洪图是第46个抽签人员，当时他抽到了五楼，现场群众对
于不公平的顾虑彻底打消了。截至8月30日，最后一户完成
旧房拆除，周家村楼房使用及旧村拆除工作全面顺利完成。

有了公平，没了纷争。一朝分房，消了10年积怨。幸
运的是，村民刚搬迁完毕，来了台风“利奇马”。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一事当前，党
员干部不敢当不作为，念起‘拖字诀’，只会拖垮群众对
党委政府的信任。只有坚持思想‘破冰’，强化‘有
解’，设身处地帮老百姓解决困难，思维才能赢回群众对
我们的信心。”郭亦华说。

如今，凤凰镇通过整顿周家村“两委”班子，树权
威、促履职，自3月底开始，历时5个月，108户全部完成
拆迁并入住新楼房，其间，无一户村民上访，无一户旧房
强拆，困扰周家村十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被破解。

9月19日晚，凤凰镇周家村合唱队参加了镇上组织的
红歌演唱比赛，50多名村民献上了《歌唱祖国》《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歌曲。

“好多年没这么多人聚在一块搞文艺活动了，眼下咱
村这人心齐了，干啥啥得劲，党员干部心里有咱老百姓，
咱肯定支持。”周家村村民滕颖笑着说。

不远处，周家村还迁新房旁的工地上，机声轰轰作
响，忙着平整土地。“等整出地来，村里要建个老年公
寓，未来的日子好着咧！”谭洪图对于村里未来的发展有
了新的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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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原 报道
“悦动城乡、多彩临清”文化汇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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