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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杜辉升
本报通讯员 彭庆东 武光玉 徐世鹏

“不能把饮水不安全问题带进小康社会。”
近年来，临沂市委、市政府把目光聚焦到农民最
基础的需求——— 安全饮水问题上，去年发起了

“农村饮水安全两年攻坚行动”。
临沂市先后投入资金18亿多元，解决了375

万农村居民安全饮水问题，使得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得到大幅度提升。目前，临沂市确立了2020
年底全面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的目标，力
争使农村自来水入户率达到95%以上，质量指
标达到国家要求。

农村：农民的“小账本”

10月30日早上，莒南县大店镇六村村民季
伟超的妻子正在厨房里用水龙头洗菜，小孙女
在玩水池里的玩具。季伟超从卫生间洗漱完毕
走出来，他告诉记者：“这自来水是真方便，跟城
里的水质一样，价钱是城里的一半。”

上个月，该村通上了城乡同网的自来水。老
季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用自来水每年预计花费
40元，之前为解决吃水问题，曾打算打一口饮水
井，井深80米的话需要2000多元，差不多够50年

的自来水费了。
但是，费县大青山上的居民胡顺起不认这

个账。他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自家从小就
吃泉水，扯上一根管子，泉水自流到家，不花钱
还好喝。谁知，今年一场大旱让他心里发了毛，
山上的泉水干涸了，老胡要挑起水桶翻岭过坡，
去山下有自来水的亲戚家取水。

“看来，还是这自来水牢靠。”当县水利局来
动员村村通自来水时，他第一个表态支持。通过
明白纸，他还学到了一个知识，县里统一供的自
来水，是经过了三道程序净化，三大部门检测才
出厂的，光检测指标就多达106项，相比之下要
比泉水特别是河水更安全。

自来水入户，农民的“小账本”盈余更多了，
贫困户的心里更滋润了。

政府：民生的“大账本”

10月30日下午，在临沭县郑山街道徐埠前
的京剧大舞台上，村里的两个京剧班子正在轮
番上演名剧名段。舞台前后，是宽敞的广场及整
齐的大瓦房。新农村，新气象，这里是远近闻名
的全市文明村。由于大部分村民从事柳编业，去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 . 4万元。

村民迈进了小康的大门，却还有一只“尾

巴”拖在后面——— 这里仍采用“单村供水”的方
式，即县水利局打井后由村里供到各家各户。该
村村民普遍反映，井水“碱太大”。可是，就连这
样的水，由于管道年久失修，也断供了半年多。

55亿元的投资，紧锣密鼓的开工，倒扣分的
考核——— 自“农村饮水安全两年攻坚行动”启动
以来，沂蒙老区成了一个大工地。其中，莒南县
仅用一个月时间，铺设村外主管线50多公里，村
内支管线520多公里，入户管线1550多公里，完
成了109个村的新建供水工程，实现了全县“村
村通”。全县新建管线长度加起来，可以从莒南
到北京跑两个来回。

用55亿元的资金，让偏远农村的农民每户
每月喝上一两方的自来水，值不值呢？临沂市副
市长郑连胜说，小康不仅是有钱，而是生活质量
的全面提高，民生就要“算大账”。

市场：运营的“新账本”

10月15日下午，费县政府宣布，县自来水公
司整建制划归和源水务有限公司。

这是临沂市供水机制体制的重大突破。临
沂市政府专门下发了《临沂市农村供水管理体
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县区组建一个国有
公益性供水公司，对农村供水采取统一规划、统

一建设、统一运营、统一服务、统一水价、统一应
急保障，实现从水源到水龙头的一条龙管理。

这是算的什么账？
先看单村供水。政府出资打井后由村里供

到各家各户，一个千人的村庄要投资100多万
元。但是，后续没有资金和人员维护，供水系统
老化、失修、破损直至断供，农民喝上的自来水
又消失了。

再看私企供水。比如平邑县北部的五个乡
镇，分别由五个小企业运营供水。不要说新建一
个中型水厂要2000多万元，就是设备的更新与
维护也难以为继，造成了供水的质与量都不正
常。农民群众把投诉电话打给政府，但症结却在
私营供水企业，解决问题的渠道不通畅。

再说多网供水。一个县的供水体系，有事业
单位性质的县自来水公司，有私营企业各自划
片供水，还有众多的单村供水。这种格局不仅增
加了成本，而且质量和价格不一，还不能实现互
联互通集约经营。

这样一来，实现了城乡供水的“同网同质不
同价”，农民喝水更放心更实惠；同时，用市场手
段运营、管理和服务，也就是该市提出的“市场
化主体，专业化机制”；另外，供水事业的发展后
劲充足了，据统计改革后各县区供水公司共获
得贷款40多亿元。

□记者 杜辉升 报道
本报莒南讯 “这轮巡察我们安排巡察四组巡

察道口镇官庄社区等9个村居，大家有需要回避的
吗？”11月9日，莒南县委巡察办副主任邵光峰在
征求巡察组人员回避情况时说。“我老家是道口镇
官庄社区兰墩官庄村的，按照‘出生和成长地的回
避’制度要求，我应该回避。”被抽调到该组的财
务人员庄绪磊说。

在县区级巡察中，因地域小、关系熟、人情往
来密切等原因，巡察工作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熟人
干扰。莒南县在巡察工作中，实行“五回避”制
度，坚持灵活用人，减少“熟人碰面”，着力破解
“熟人社会监督难”问题。即：任职过的单位回
避、有近亲属在被巡察单位的回避、出生和成长地
的回避、有平常关系较为密切的同志在被巡察单位
领导班子的回避、巡察人员所在单位和被巡察单位
业务往来密切的回避。巡察中，4个巡察组均按要
求设立监督员，充分发挥监督职能，未发现任何违
纪违规等现象。

□ 本报记者 杜辉升 纪伟
本报通讯员 邢仔文

日兰高铁（注：正式运行前称“鲁南高
铁”）试运行以来，动车组以350km的设计时
速飞驰，既快又稳，高铁上“立硬币”“叠水瓶”
的绝活屡见不鲜，这主要得益于线路设备极
高的平顺度。在高铁线路上有这么一群人，他
们标准苛刻、精益求精，每天用“绣花功夫”在
0 . 1毫米的精度间较劲。

11月13日，记者探访中国铁路济南局临
沂工务段施工现场，看高铁参建者们现场揭
秘日兰高铁的“平稳密码”。

“死磕”0 . 1毫米

11月13日，天朗气清，四条铁路线纵贯东
西，日兰高铁日曲段开通在即，临沂工务段日
兰高铁介入组组长李庆华沿铁路线向西踱
步，不时俯身查看钢轨。

据李庆华介绍，他们负责日兰高铁140多
公里线路的管理和养修工作，早在今年4月份
便开始了对线路质量的介入检查和整修。为
了确保高铁线路安全平顺，他们须在开通前
联合施工单位对线路设备进行三遍精调精
整，对于线路上的每一根轨枕处的钢轨，作业
人员都要反复进行调整。高铁线路的精调精
整是以0 . 1毫米记，要让动辄数吨重的钢轨以
0 . 1毫米为单位进行移动，这样精细的操作难
度比绣花还要高得多。

临沂工务段日兰高铁介入组副主任纪
伟，负责高铁线路的精调精整工作，他所在的
工作小组被称为日兰高铁的“精调师”。所谓
精调精整，其实就是通过对铁路线路的几何
尺寸进行精细地调整，来提升线路的平顺度。

“在高铁线路上经常会有一些微小的高低起
伏或者不平顺，很多只有零点几毫米，肉眼是
看不出来的，但是在350公里的时速下，可能
会影响乘客的舒适度，这就是我们要消灭的
目标。”纪伟说。

按照技术规章，无砟高铁线路轨距误差
在±1mm以内就算合格，但是日兰高铁的“精
调师”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将
误差控制在±0 . 5mm范围内。然而在实际工
作中，他们先后对线路整体调整了4遍，把误
差控制在了±0 . 2mm以内，大大提升了线路
的平顺度。

俯身测量、调整、挪动一小步、再俯身测
量……这就是日兰高铁的“精调师”们每天的
固定动作。“我们每一遍精调都要对每一根轨
枕处的螺栓、扣件等进行反复测量和调整，按
照轨枕间距60cm计算，从费县到日照，大概
要俯身调整190万次，每人每天也要俯身近两
千次。”纪伟说。在进行每一处调整时，从测量
数据，到拆装扣件，再到精细调整，前前后后
要有好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
为了避免尘土对测量数据造成细微的影响，
他们精调作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清
除扣件下的浮土。

“有时一个地方有问题，前后连续七八处
都需要调整，而且经常是这边调好了，那边又
变动了，需要回过头再调整。”纪伟说，走三
步，退两步，就是他们工作的真实写照，短短
四五百米的距离，普通人几分钟便能走完，而
他们却需要近10个小时。

每组道岔测量150多次

5月下旬，日兰高铁进入静态验收的关键
阶段。当时，日兰地区气温普遍增高，临沂地
区最高气温更是超过了35℃。负责线路设备
验收的侯林和同事们顶着烈日的炙烤，俯身

在轨道上，不眨眼睛地洞察“蛛丝马迹”。
侯林告诉记者，道岔是为列车进出站转

线时提供保障的关键设备，道岔高质量，是确
保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步。“597、596、
599……”他们用手中的尺子，不间断测量每
两个道岔螺栓之间的距离，以此来测算轨枕
是否存在歪斜。“日兰高铁的岔枕全部浇筑在
轨道板上，一旦发现枕间距误差超出5mm，就
要将整块轨道板拆除更换，这样才能确保列
车运行时的安全和平稳。”侯林说。

盛夏的线路上没有一丝遮挡，阵阵热浪
让人感到窒息。侯林和工友们依然不为所动，
蹲在钢轨旁，随着测量，一点一点地挪动着身
子。后背早已湿透，脸上的汗水一滴一滴往下
落，溅在滚烫的钢轨上，马上便被蒸干了，只
留下一丝黑色的痕迹。据了解，像这样的测量
每一组道岔需要进行150多次，而侯林他们的
任务，则是对管内123组道岔进行覆盖式的检
查，加起来要测量一万八千多个数据，这还只
是所有验收过程的一个小步骤。

进入8月份，日兰高铁开启联调联试阶
段，线路上穿梭起动态检测车，用于列车高速
运行状态下测试铁路线路的质量情况。

赵潇是该段日兰高铁介入组的成员之
一，他和同事们根据白天检测车测得的数据，
对线路设备病害“挑刺儿”，并本着“重点问题
立即整改、一般问题限期整改”原则，及时对
线路上存在的细小病害进行补修整治。为了
不影响白天检测车的正常运行，整修作业一
般都是在夜间进行，赵潇和同事们每天晚上
七八点钟就要出发，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四五
点才能结束，有时一个十分微小的安全隐患，
都要让他们忙上一两个小时。

截至目前，影响线路安全的所有问题均
已克缺完毕，确保了线路的安全、稳定、舒适。

高铁“抬头哥”的“火眼金睛”

11月13日，在日兰高铁的沂河特大桥上，
助理工程师王庆石提着手电筒、攥着检查锤，
钻进了桥梁支座中的狭小空间，排查墙面裂
缝、螺栓松动等安全隐患。

临沂工务段负责的日兰高铁约140多公
里，其中桥梁长度超过100公里，占比在70%以
上。这座跨越沂河的沂河特大桥长达23公里，
是日兰高铁中最长的一座桥梁。

在静态验收期间，王庆石的任务就是要

爬上每一座大桥，从里到外进行全面“体检”。
桥梁支座是整座大桥的“关节”，是确保整座
大桥安全的重中之重，然而这里的高度只有
一米多，最矮处仅有几十厘米，狭小的空间和
复杂的结构让这里成为了最难检查的位置之
一。王庆石经常趴在支座旁，用检查锤或手，
掀起支座上的防尘罩，仔细查看着每一个细
节，一丝一毫的隐患都不放过。

为了确保检查的全面无死角，王庆石需
要从狭窄的检查孔，进入到漆黑一片的箱梁
内部，由于缺乏空气流通，让人呼吸不畅。黑
暗中，王庆石他们只有借助手电筒微弱的光
线，“贴”在墙上仔细地检查，像啄木鸟一样，
用检查锤敲击着每寸墙体，检查混凝土强度。
久而久之，王庆石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在
微弱的光线里，能够准确地发现仅有一两毫

米的微小裂纹。
“一定要抬头！不抬头你就发现不了病

害，不抬头这片梁就白进去了！”为了不漏检
顶部的病害，王庆石需要一直抬着头，仔细查
看。一般人保持抬头姿势5分钟便肩颈酸痛，
而王庆石每片梁体一看就是半个多小时。在
检查中，有时会发现混凝土出现“蜂窝”“麻
面”的病害，这时候王庆石就要停下来反复查
看，用手摸、用检查锤敲，确认无误才敢继续
前行。

立足市场 聚焦民生 惠及农民

临沂农村安全饮水的“三笔账”

探访日兰高铁运行的“平稳密码”

用“绣花功夫”打造0 .1毫米高铁精度

记者 杜辉升 报道
本报临沂讯 11月13日，记者从临沂市财政局

获悉，今年以来，临沂市各级财政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放在首要位置，前9个月，临沂市民生支出432亿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1%，教育、社保就
业、医疗卫生、脱贫攻坚等各项重点民生支出都得
到较好保障。

临沂市对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规模超过当年收
入30%的部分，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按
30%的比例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
算。加强部门收入统筹，各有关部门执收的非税收
入、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等各类预算资金，全部纳入
支出预算“盘子”。开展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
对超标准配置、低效运转、闲置的资产，收归政府
统一调配、处置，变现收入上缴财政统筹安排。

前9个月民生支出432亿元

莒南“五回避”制度

破解监督难题

□ 本报记者 杜辉升 纪伟

11月13日，在日兰高铁日曲段即将开通
之际，“情系鲁南 高铁梦圆”论坛开幕，
20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临沂，探讨日兰高铁
开通对临沂发展的带动作用。

高铁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可以是一种
良性互动关系：高铁的建设和运营促进了沿
线城市的经济发展，拓展了其对外联系的空
间范围，减少了空间阻碍，扩大了潜在市场
区域，消除了生产及贸易中的障碍，增强了
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的快速崛起，也
为高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动力。

临沂以商立市，打造了“中国市场名城”
“中国物流之都”等城市品牌，临沂商城是全
国规模最大的专业市场集群之一和省级国
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目前，临沂市有专业
市场130余处，经营业户6万余户。同时，临沂
市是农业大市，是我省重要的粮食、蔬菜和

油料生产基地，是“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区”，被誉为“中国食品之都”。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杨浩在论坛上表
示，高铁对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论
是城镇化建设、地区人口、城市工业，还
是商品零售、销售水平等方面，日兰高铁
的开通在多个层面为地区发展创造了难得
机遇，对未来地区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日兰高铁建成通车后，将重构临沂市和相
邻城市的空间关系，联结起临沂和山东省
南部的几个重要城市，大大缩短乘坐火车
出行的时间，将为临沂市的人员、物资交
流带来极大的便捷；还能加强临沂市与华
北、华东经济带的联系，拓宽齐鲁大地与外
界联络的通道。

“临沂交通相对完善，唯独缺高铁这一
环节。”临沂市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张晓波
说，日兰高铁的开通，也为临沂市迈向全国
性综合交通枢纽补上了最后一块短板。

9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
合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
工作的通知》，23个物流枢纽入选2019年国家
物流枢纽建设名单，临沂市作为商贸服务型
国家物流枢纽入选，成为我省两个入选城市
之一。

记者从临沂市交通运输局获悉，该局委
托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编制的《临沂市综
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2019—2035年）》
中提出，计划到2035年，临沂市将建设外通
内联的“来”字型综合运输通道，打造高铁

“135交通圈”、干线公路“3060交通圈”和航空
“1530交通圈”，全力支撑临沂全国性综合交
通枢纽地位。

临沂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王仕田说，日兰高铁的开通，将有力推动临沂

“双招双引”、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等各
项工作，它是助推临沂再次腾飞的“起跑线”，
是沂蒙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幸福线”。

高铁线成临沂再次腾飞“起跑线”

□记者 纪伟 报道

日兰高铁首批“高姐”亮相
11月12日，日兰高铁日曲段开通在即，为保证高铁列车服务质量，中国铁路济南局集

团有限公司组织200多名高铁乘务员开展高铁基本常识、服务礼仪、服务技巧等专业培
训，日兰高铁日曲段正式运营后，这批靓丽“高姐”将担当高铁列车的值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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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霞霞 刘兆全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近日，全省首次举办装配式钢结

构构件加工比赛，天元集团3名电焊工一举夺得团
体一等奖，选手张凯祥、张聪获个人一等奖，王修
杰获个人二等奖。此前，该集团崔文涛、孙宝宝、
王桂彬被授予“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术能
手”称号。

天元集团

多渠道培养“大国工匠”

□记者 杜辉升 报道
本报临沂讯 11月7日，临沂市政府新闻办公

室召开发布会，公布了临沂市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技能提升补贴等惠企利民政策实施情况。今年以
来，临沂市共审核申报稳岗补贴企业920家，核定
稳岗补贴4127万元，稳定就业岗位15 . 25万个，共为
7272名参保职工核定公示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
1162 . 7万元。

在实施过程中，临沂市建立起“失业保险金标
准与最低工资标准挂钩联动机制”和“社会救助和
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及时调整提
高发放标准，按时足额兑付各项失业保险待遇。今
年1月起，临沂市将市、县两级失业保险金发放标
准分别提高到1557元、1395元。当月，全市为符合
条件的8243名失业人员补发了2018年度待遇差额
159 . 8万元，并自1月起按新标准计发待遇，惠及该
市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7761人。

今年临沂市

已核定稳岗补贴4127万元

□田宝宗 鞠梦璇 报道
本报沂水讯 沂水县四十里堡镇打好“廉洁四

十里+”廉政教育“组合拳”，深化廉政品牌建设。
今年以来，该镇在廉洁文化广场、机关廉政文化

长廊、社区廉洁教育示范点等开辟专栏32个、悬挂标
语26条、印制学习材料3000份，组建4支宣讲队进村
居、进学校、进企业50余次，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完善

“指尖教育”体系，在“廉洁四十里”公众号开设专栏，
每周推送相关新闻资讯、工作动态和时事评论，组
织机关党员、村“两委”成员分6批到县党性检测
中心、县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参观学习，不断提高基
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廉洁从政意识。

“廉洁四十里+”

助推廉政教育发挥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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