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12月24日，寿光市稻田镇东里新村楼区，63
岁的李友先坐在家里，喝着茶水看电视。温度计
显示室内温度21度。“我现在穿着毛衣，在家里就
觉得很暖和。以前，住在平房里，也有炉子供暖，温
度也就十五六度，得穿着棉袄才行。”李友先说。

今年8月，东里村351户搬迁到新建的14栋公
寓楼公寓。这片公寓楼，配套了集中供暖、天然
气入户和污水集中处理，规划建设了农机大院、
沿街商铺和游园广场。

东里新村楼区于2018年11月份动工建设，建
设周期不到8个月就高标准完成。

在东里旧村复垦区，稻田镇整合周边2000多
亩土地，规划了一个集农业生产、科技示范、农
耕体验和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目前，东里村已与中国五矿、大禹节水和寿光金
投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今年，除了东里村村民住上新楼房，稻田镇
蒋营社区改造一期也已实现全部搬迁入住。同
时，张营社区挂钩试点项目全部完成拆迁。

从孙家集街道办事处，沿着308国道往西3公
里，就是李新型农村社区。明黄色的楼房，排列
整齐。目前，该社区共投资6000万元，建成投用
5栋公寓楼、社区服务中心、沿街商业楼，今年
新建的4栋公寓楼也马上可搬迁入住。李爱芬已
经住进150平方米的楼房。“忙完棚里的活儿，
回来洗个热水澡，家里又有暖气，就不担心着凉
了。”李爱芬说。

今年，孙家集街道推动多处农村社区楼房建
设，投资1 . 5亿元的卢家新村项目主体已完工，
投资2亿元的北马疃新村项目，投资4000万元的
小董村土地挂钩项目、大李新型农村社区项目已
全部完工。

“上楼让农村百姓生活向前进了一大步，村
容村貌、村民精神状态都更好了。我街道立足民
生改善，让百姓生活更舒适温馨。”孙家集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王立伟说。

圣城街道赵家仕庄村楼房区，72岁的赵守正
和几个老伙计在家中下棋、喝茶。家里摆放着绿
萝、红钻等绿植。今年1月，赵守正和全村350户
村民一起搬迁到新楼房。

今年，圣城街道强力推进城中村改造。刘
旺、大仓、金马寨等8个村的1326套安置房已全
部封顶，明年10月份之前，将全部回迁。李仕、
南马范、肖楼正在紧张建设，2021年全部完工。

“在城市建设上，我们破难点，补短板，
在比学赶超中争先抢位，在攻艰克难中破冰前
行，全面打响城市建设提升战，打造宜居宜业新
空间。”圣城街道党工委书记任光学说。

文家街道文家村，38栋楼主体完工，内部装
修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地下车库施工。

新楼房已经封顶，外墙保温、粉刷等施工正
在进行。“我天天盼着建好，等着搬进去。”文
家村村民桑小明说。

文家村安置区总投资8 . 9亿元，占地246
亩，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建设多层公寓楼40
栋、1351套，其中村民安置房646套。建成后，
文家社区与文盛家园、文腾社区连片融合，居住
人口将达到2 . 2万人，将成为寿光单体规模最大
的城市社区。

“我们把新型社区建设作为民生工程的发力
点，全力加快棚户区改造项目进度，确保尽快完成
村民回迁入住。”文家街道办事处主任董永亮说。

目前，文家街道北潘新村已顺利完成分房入
住，文腾社区、文家社区正加紧施工。

今年10月，化龙镇化龙桥村召开村土地增减
挂钩（一期）分房大会，87户群众通过抓阄的方
式进行了分房选房。

化龙镇围绕建设寿光西部精致宜居小城镇这
一目标，精心设计实施了南洋路改造提升和文化
东路、文瀚苑等7个城镇建设项目。“从东西南
北四个方向，不断拉长、拓宽和拔高小城镇。改
善群众生活品质，提升城镇化水平。”化龙镇党
委书记韩效启说。

除了化龙桥一期5栋多层公寓楼交房，化龙
镇还有多个楼房建设项目。马庄村4栋11层公寓
楼完成建设，即将搬迁入住。高家村、白桥村、
和平村镇区安置区等正在进行建设。另外，苏
社、岳家、后马、庆家4个村正在进行搬迁前的
准备工作。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12月21日，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久久康乐养老
院，寿光市和鸣京剧团演员正在为老人演唱《智
取威虎山》选段。侦察英雄杨子荣的扮演者王学
欣，头戴狐皮帽，脚蹬靰鞡靴，内穿虎皮马夹，
外套羊皮大氅。他一登场，就赢得阵阵喝彩。这
个选段，和鸣京剧团每年演出约30场次。

这些舞台上的“角儿”是寿光退休老人、城
镇居民或农民。和鸣京剧团发起人王林贞由于从
小热爱京剧，又约上高凤鸣、刘庆祥等几个志同
道合的“发烧友”组建了剧团。该剧团设立了有
7人组成的理事会，凡事都是经过理事会集体研
究决定。

“起初，我们聚在一起唱几嗓子过过戏瘾，
后来慢慢觉得要提高就要步入正轨，开始排练演
出。”剧团负责人之一刘庆祥说。

从2017年建团到现在，团队成员从最初的十
几人发展到现在的50多人。演出也从社区小舞台
登上了市里大舞台，甚至还走出了寿光。寿光每
年的“千村千场”公益巡演有他们的身影。菜博
会期间的大舞台上每年都有他们的折子戏专场。
市“文明之夏”舞台上，也有他们的京剧专场

进入12月，这群票友走进寿光的养老院，开
展公益慰问演出活动。目前，公益巡演已经进行
了4场。

为了惠及群众，和鸣京剧团每年都会进行50
多场送戏下乡活动，被寿光市委宣传部确定为千
村千场公益巡演唯一的民办京剧艺术团体。该剧
团两次代表寿光市参加潍坊市民办艺术团体展
演，参演的传统京剧《游湖》和现代京剧联唱均
获奖，连续三年获得寿光市庄户剧团大赛金奖。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隋兰春

12月20日，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北
木桥村，潍坊市旭航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建
设现代化猪舍。据介绍，每栋猪舍长107米、
宽15米，可养殖1500头猪。

“我们设计安装自动化的水线、料线，定
时定量供应水和饲料。我们还安装了空气能供
暖设备，不采用锅炉供暖。”旭航农牧负责人
岳鹏说。

据介绍，旭航农牧新建的养猪场占地203
亩，计划投资5900万元，建设20栋猪舍，年出
栏生猪约6万头。同时，配套100余亩循环种植
基地。

“我们建设的是高标准、生态链条化的猪
场，科学、分区管理。同时建设一处粪污加工
中心，真正做到废物再利用，污染降到最
低。”岳鹏告诉记者。

在台头镇，寿光天一牧业正在建设现代化
的10排猪舍，分别是后备舍、配怀舍、分娩
舍、育肥舍、公猪舍等。天一牧业拟从养猪王
国丹麦引进基因最先进的核心群种猪600头。

“采用从配种到出栏自繁自育一体化生
产，实行种养结合良性循环的粪污利用模式。
达到预定规模后，可实现年出栏生猪6万头以
上。”寿光天一牧业工作人员张祥成说。

据了解，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新旧动能
转换，寿光台头镇、羊口镇等众多养殖场进行
了升级改造和新、扩建。

位于台头镇马家村的灏臻养鸡场，新规划

了12栋鸡舍，其中6栋正在建设。每栋鸡舍长
90米、宽16米，一次可以养殖3 . 6万只鸡。灏
臻养鸡场原有14栋鸡舍，年出栏肉鸡38万只。

“我们采用3层笼养的方式，上了自动化

的水线、料线，定时供应饲料、水，大大减少
了人工操作。”灏臻养鸡场负责人丁海龙说。

鸡舍附近，灏臻养鸡场新上了福航罐式发
酵装置，用来处理鸡粪。

“我们推动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把鸡
粪变为有机肥。同时督促其他养殖场加大粪污
治理投入，减少养殖场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台头镇畜牧兽医管理站站长马焕发说。

钦和养殖场正在建设5栋鸭舍，其中2栋已
经养殖了鸭苗。记者看到，鸭舍采用了大牧人
环境控制系统，可以自动控制温度、湿度，还
有自动的上料、上水系统。5栋鸭舍全部投用
后，年出栏肉鸭70万只。“我们采用了笼养鸭
的方式，可以大大提高养殖效率。”钦和养殖
场负责人王建文说。

在台头镇，随着最后3个肉鸡平养场改笼
养的结束，11个肉鸡养殖场全部提质改造完
成。该镇由一次存栏190万只提高至370万只以
上，年预计出栏肉鸡从1300万只提高到2200万
只以上。

位于羊口镇的家美家养殖场也进行了扩
建，新征地210亩，由原先12栋存栏34万只，
将提高到48栋存栏120万只，预计2020年底扩
建完成。

“我们将全力以赴服务好养殖户，帮助更
多的养殖户进行升级改造，节约资源、提高效
率。”羊口镇畜牧兽医管理站站长李群杰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2月18日，寿光市稻田镇魏家口村的菜农
赵广诚吃过早饭后，骑着电动车，顺着家门口
的东西大街就到了自家大棚。而在一个月前，
赵广诚去大棚得绕行。

“之前，家门口这条大街的西头堵着，过
不了车，也走不了人，只能从别的胡同绕。虽
然多走不了多少路，但觉得不顺畅，别扭。”
赵广诚说。

这条大街位于魏家口村西北角，挡住大街
开通的是5间房屋。有的房屋常年无人居住，
杂草丛生，有的房屋已破烂不堪，村民时常看
到老鼠、黄鼠狼、蛇等。

不仅这条街不通，魏家口村共有20条大
街，原先只有一条是畅通的，其余的被各种房
屋、围墙堵着。今年10月，在稻田镇党委、政
府的支持下，魏家口村委清理群众反映强烈的
老房子占道问题。

据了解，多年来稻田镇村情复杂，村级基
础薄弱，矛盾问题突出，缠访闹访多发，严重
影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今年，稻田镇在寿光
市委派驻工作组的指导下，开展了农村综合治
理攻坚战。

魏家口村召开了“两委”成员会和党员、
群众代表会，村“两委”成员挨家挨户宣传发
动。对部分硬骨头，稻田镇干部带着包村干
部、“两委”成员，一趟趟做工作，有时谈到
晚上十一二点。“对于长期在寿光、潍坊等地
居住或工作的村民，登门去做工作，跑断腿，
磨破嘴，一户不落。最后，95%以上的村民赞
成通街。”魏家口村党支部书记赵华光说。

老党员赵增光家的院墙及11米长的平房，
占据了6米宽大街的一半多。小轿车从这里经
过，也得绕行。得知村委的决定后，赵增光率
先拆除了自家院墙及平房。“我是党员我先
拆，村里通畅了，大家的心气才顺。”赵增光
说。村民赵学良主动拆了自家堵道多年的老房
子。“为了大家路好走，拆了房子我也乐
意。”赵学良说。

如今，魏家口村处处通畅。“现在，大街
能从这头看到那头，清清楚楚。”赵广诚说。

目前，魏家口村正在组织群众捐款，建设
美丽乡村。

12月19日，稻田镇西庞村正在修排水沟。
“我们大街小巷都整修了，排水沟很快就建
好。明年，修建游园和健身广场。”西庞村党
支部书记张志华说。

西庞村2000年调地时，60多人上访，土
地、村班子、村风乱成一团。有村民抢种多种
土地，最多的达50多亩。同时，有310口人多
年缺地，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该村近20年
没有收取土地承包费，一半以上的户有违建。

在农村综合治理中，针对西庞村的问题，
寿光市镇工作组逐项开会研判，摸透村情，调
集镇村干部及公安干警40余人组成专项工作
组。对软弱涣散的村班子，工作组进行了调整

分工，“临阵换将”。工作组召开党员和村民
代表大会，宣传政策、征求意见，公开推选量
地小组，反复研究制定工作方案。

在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后，最终西庞村
136处违建3天全部拆除。1700多亩土地，通过
人地找补全部厘清关系并分配到户。“影响村
内发展稳定18年的矛盾全部清零，村里各项工
作步入正轨。”张志华说。

今年，稻田镇孟家村村民孟祥喜拿到了自
家的口粮地钱。2015年孟家村土地调整时，孟
祥喜家分到的地被一户建棚村民占用着。该村

民不仅不归还土地，也不给找补钱。孟祥喜多
次向村委反映，甚至上访。

针对土地矛盾，稻田镇、村干部组成了孟
家村15人的土地丈量小组，对全村有疑问的土
地重新进行丈量，4天时间多量出土地130亩，
并张榜公示。最终，该户把4年多的多占土地
的钱归还给村委，孟祥喜从村委领取了这笔土
地找补钱。

“针对问题，我们逐一理顺。去年曾向国
家信访局投递77封上访信的信访老户，今年不
再信访，我们村由乱到稳。”孟家村党支部书

记李培祥说。
“在市委派驻工作组的全力指导下，直面

问题、敢于担当、动真碰硬，解决矛盾、健全
机制，理顺‘人、财、物’三种关系，促进了
作风大转变、士气大提升、民风大改善，为乡
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稻田镇党委副书
记李华说。

据介绍，在综合治理攻坚战中，稻田镇全
镇112个村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362个，清理
宅基地及违建2191处，开通了296条多年堵塞
的街巷，为292户村民新安排了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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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2月23日，寿光市文家街道北马村的宋
玉芳正在帮助贫困户赵永德清理卫生。赵永
德说：“我身体不好，很多家务做不了，没
想到现在有专人帮我收拾卫生了。”

赵永德是享受政策的贫困户，今年89
岁，单身无子女，体弱多病，生活不能完全
自理。

文家街道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974户，其
中享受政策的贫困户297户。这些享受政策的
贫困户，大多年老体弱，没有劳动能力，有
的没有子女，虽有帮扶责任人及村“两委”
时常照看，但生活中的琐碎事情难以得到有

效的解决。为此，文家街道结合贫困户的基
本情况和各村村情，推出了扶贫特岗，为脱
贫解困建立长效机制。

扶贫特岗推出后，北马村68岁的宋玉芳
报名参加。宋玉芳的丈夫长年卧床，虽然有
三个女儿照应，宋家也是享受政策的贫困
户。家门口的特岗，解决了宋玉芳无法外出
打工的难题。经北马村村委考察后，试用一
周，期满后与宋玉芳签订正式用工协议。

据介绍，文家街道的扶贫特岗有三种模
式。

第一种是帮扶型特岗。如北马村，贫困
户照料贫困户，宋玉芳为3户贫困户提供洗衣
做饭、居家照料、卫生清理、代缴代购、传

达信息等简单服务，本人也享受到每月300元
的特岗工作，有效地贴补了家庭收入。

第二种是督促型特岗。如韩家村有14户
享受政策的贫困户，其中单身的就有11户。
这些人多年来形成不良的生活习惯，一旦缺
少帮扶责任人与村干部的督促，家里卫生经
常出现反弹。韩家村从贫困户中选出两名特
岗人员，每人负责6户，平均每3天入户督促
一次，按照卫生保持情况进行计分，定期发
放一定的生活物资，以此激励贫困户自己动
手，清洁家园。

第三种是公益型特岗。这种模式主要针
对虽有一定劳动能力，但人均收入较低，不
能稳定脱贫的贫困户。如桑家村的贫困户季

红梅，具有弱劳动能力，村里为其安排公益
岗，划出指定的路段和区域，由其进行保洁
和树木养护，每月补贴300元。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文家街道采用“按
需设岗、以岗定员、岗需互选”的原则，根
据实际情况确立岗位人数，目前已确定7个村
15人。

文家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彦认为，扶贫
长效机制的确立，为贫困户脱贫质量的提升
带来深远的影响。一是贫困户事事有人帮，
处处有人管。扶贫岗的建立，解决了帮扶责
任人管不到，村干部靠不上的难题。二是上
岗人员增加了收入。三是督促型特岗和公益
型特岗的确立，实现了扶贫与扶志的结合。

自动化喂水喂料智能化环境控制

寿光：养殖业升级快马加鞭

文家街道推出三种模式的扶贫特岗

贫困户事事有人帮

十八年的矛盾清零了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2月16日，寿光市化龙镇南柴村的柴福荣
走进贫困户孙荣兰家中，送去了棉衣、袜子等
衣物。柴福荣查看了庭院的卫生，提醒孙荣兰
注意煤块充分燃烧和室内通风。

柴福荣是化龙镇财务科科长，是孙荣兰家
的帮扶责任人。孙荣兰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
其儿媳妇阿牛的户口一直未落在自家户上。南
柴村委为阿牛办理了集体户口，但因为条件限
制一直无法为其办理低保、基本医疗等，致使
其一些政策无法享受。

在入户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柴福荣立即向
民政局、公安派出所、人社局等相关部门了解
无法落户口的原因。原来，孙荣兰的儿子柴永
岗与阿牛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得知情况后，

柴福荣与民政部门取得联系，询问结婚登记需
要的相关材料，并协调南柴村委出具相关证
明。

终于，阿牛与柴永岗办理了结婚登记，也
顺利落户。在经过村民代表评议通过、民政部
门核查完成后，阿牛应该享受的政策也办理完
成。“见到小柴，就像见到自家人一样亲。”
孙荣兰说。

柴福荣还及时与残联协调，帮助阿牛完成
了残疾鉴定，让她享受到了残疾补贴。如今，
柴永岗与阿牛也时常参与到南柴村劳务队中，
有了些收入。

“现在孙荣兰家生活好了很多，家居环境
也有了很大改善。”柴福荣说。

在冬季来临前，柴福荣自费为另一户贫困
户马奎兰更换了水龙头，并对水管进行了保温

处理。
化龙镇经贸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洪光一直

帮扶着埠西一村的贫困户孙春亭。
“前几年没钱，日子过得不好。在党委、政府

和村委的帮助下，自己这两年玩棚挣了些钱，
村里有事，我也能拿出点来了。”孙春亭说。

2015年，孙春亭在化龙镇党委的帮助下，
建了200米长的温室大棚，日子好过了。如
今，孙春亭脱贫了，还参与到村内美丽乡村建
设、爱心饺子宴、绿色公墓改革等公益事情
上。

“自贫困户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我们一直
致力于为贫困群众解决生活难题，提升帮扶质
量。”化龙镇镇长李伟祥说，今年化龙镇已为
符合条件的18户贫困群众办理了集中供养，帮
助40余户贫困人员完成了残疾鉴定。

“阿牛”们完成残疾鉴定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市稻田镇西

庞村正在修建街道排
水沟。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钦和养殖场采用大牧人环境控制系统，自动控制温度、湿度，同时还有自动上料、上水

系统，大大提高了养殖效率。

上楼，让百姓生活
更宜居

寿光京剧票友
办起民间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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