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月5日，寿光市化龙镇马庄村新楼区，59岁的刘
国富乘坐电梯，来到4楼新房中，打算安排家具。10
天前，刘国富从村委办公室领取了钥匙，第一次走进
178平方米的新房。

“四室两厅两卫，够我们一家人住了。客厅大，
很通透，来客人可以好好招待了。阳台上，还可以养
花。”刘国富说。

刘国富住上的是马庄村三期楼房，4栋11层小高
层，共176户。据介绍，三期楼房均价在每平方米
1900元，车库每平方米1660元，储藏室每平方米880
元。

“房子、车库、储藏室都算下来，不到50万元，
我觉得很划算。”刘国富告诉记者。

马庄村共有496户1790口人，向镇区楼房搬迁工
作共分三期实施。之前两期，已有320户搬到新社区
内居住。“三期住户搬迁入住后，我村全体村民都搬
到镇区居住，370亩旧村也将同步拆迁复垦。”马庄
村党支部书记刘兴文说。

刘国富布置新房时，72岁的隋美玲在家中看电
视。她住的是一期建设的多层楼房，4楼128平方米的
房子。2009年，隋美玲搬进楼房，发现生活改变很
大。“以前我们住在村里的平房，也算是干净，但水
是定时供应，得每天想着接水。冬天都用炉子供暖，
半夜还得想着去加煤块，室内勉强热乎。”隋美玲
说。

住进楼房后，自来水随时供应，暖气接上了化龙
镇的集中供暖。“现在有了暖气，在家里穿个薄外套
或者毛衣就行。养的花，冬天一样开。楼房更安静，
也更干净了。”隋美玲说，当时购买的这套房子，每
平方米的价格还不到1000元。

虽然是隆冬时节，隋美玲还是喜欢去村里的牡丹
园走走。2018年6月，马庄村投资360余万元建设了占
地2万平方米的牡丹园，有牡丹、芍药1万余株，月季
5000余株，还有其他树种进行了搭配。游园内，还设
置了凉亭、水系、长廊等。“有花有草，有水有景，
大家都愿来逛逛。”隋美玲说。

隋美玲在牡丹园散步时，刘伟华在家里请朋友们
喝茶。刘伟华住在三楼，128平方米的房子里。这套
房子属于马庄村二期工程，包括3栋多层、1栋小高
层。2015年，刘伟华以每平方米接近1500元的价格买
下了这套房子。“三室一厅的房子，客厅比较大，南
北通透。”刘伟华说。

站在阳台上，刘伟华就可以看到村西侧的乌阳
河。夏天时，河道内水波粼粼，荷花、芙蕖盛开，鱼
儿畅游。“这是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的情景。村里现在
美了，大家都喜欢沿着河边走走。”刘伟华告诉记
者。

前些年，乌阳河干涸了，成为垃圾堆积的地方，
村民避而远之。在村庄改造中，马庄村增加了村集体
收入。这部分收入，用于改善村居环境。马庄村改造
了乌阳河，建设了凉亭、小桥，重新注上了水，进行
了绿化。该村还将原有的300余棵法桐，全部更换为
不生虫的银杏树。

“先是购买了土地指标，分三期建设楼房。通过
楼房建设，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有了村集体收入，我
们改造河流和垃圾堆，建设了景观带和公园。”刘兴
文说。

□ 本报通讯员 董斌

“空气明亮了，镇区整洁了，道路干净了，港口
繁华了。不管是从环境卫生看还是从生活水平来看，
羊口这一年变化特别大，前几天闺女回来看家，直说
越来越有都市感了。”在寿光市羊口镇开了多年宾馆
的张云亮说。

去年，羊口镇流转近万亩土地，建设投资2亿元
的山东元舜玫瑰和无土栽培大棚产业园，投资3500万
元，对杨庄片区六个村的人居环境进行了高标准建
设。2020年，羊口镇将紧抓小清河复航和防洪治理、
京沪高铁二线和G228国道建设等重大历史机遇，开
启城市综合提升工程，启动全域生态修复和2万亩生
态湿地公园建设，建设功能完备的渔盐和老口岸特色
文旅小镇。

“我们构建精致文旅、特色康养、创新职教、高
端盐业、新型渔业五大特色产业和多式联运物流、先
进制造两大支柱产业，建设现代化滨海新城。”羊口
镇党委书记田太卿说。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2019年12月31日凌晨5点28分，山

东金英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 . 5万吨非原
纤化（国产A100）Lyocell纤维生产线一次性试车成
功，莹白如同丝绸一样的Lyocell纤维走下生产线。

原纤化是指纤维表面分裂出细小的微纤维（直
径1微米-4微米）。一般来讲，第一次原纤化时，产
生出来的原纤都比较长，通常在1毫米，甚至更长，
并能缠结成球，如果不处理掉，则会影响穿着和观
感。非原纤化，简单讲，就是改善了这一问题，纤
维表面无微细纤维。

山东金英利年产1 . 5万吨非原纤化Lyocell纤维项
目，为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
用项目、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该项目的成功，打破了国际技术垄断，填补了该领
域国内空白，标志着我国已经正式具备非原纤化产
业化生产技术，也是我国莱赛尔产业发展史上的又
一里程碑。

与普通Lyocell纤维相比，非原纤化Lyocell纤维还
具有以下优势：一是降低了纤维的原纤化倾向，提
高了纤维的耐磨性（耐磨次数≥400次）；二是增加
了产品附加值，每吨纤维价格高3000元-6000元；三
是扩大了应用领域，解决了普通Lyocell纤维容易起毛
起球、不适用于高端针织领域的问题。

据了解，山东金英利年产1 . 5万吨非原纤化
Lyocell纤维项目的一次性试车成功，有效借助了强大
技术股东山东英利实业有限公司在莱赛尔纤维研发
制备上的先进工艺技术。未来，山东金英利将不断
提升产品品质、实现稳定高效生产，立足山东、布
局全国、走向世界。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任 杰

1月7日上午，寿光市城投太阳城养老服
务中心，86岁的董莲芳老人房间内，服务人
员正在为老人整理床铺，志愿者忙着给老人
理发。

“我在这里住了两年了，条件越来越
好。现在又给我带上了手环，走到哪里也能
找到我。如果回不来，我就摁一下手环上的
按钮，服务人员就知道了。”董莲芳说。

董莲芳戴的是去年10月寿光推出的移动
智能手环。这个手环，以寿光智慧养老服务
信息平台为依托，集实时定位、健康监测和
生活服务为一体，能快速准确地对走失的老
人进行追踪查找。

在智慧养老建设中，寿光在太阳城养老
服务中心试点应用了智能床垫、行为一体机
等智能化设备，为老人们的日常生活保驾护
航。此外，该养老中心通过构建社区、居
家、机构、旅居式度假养老“四位一体”的
养老模式，设置了养生保健、休闲娱乐、医
疗康复、日常护理等功能分区，已经入住的
100位老人在此舒心生活。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常年在外地工作，
母亲恋家，不肯去外地。母亲的日常起居是
我们最担心的问题。”董莲芳的儿子房良汉
说，“先后给她雇了5个保姆，都不太合适。
养老中心环境好，安静，服务也非常周到，
我们就放心了。”

近年来，寿光围绕我省“探索建立山东
特色养老模式”的要求，对社区和居家养老
服务进行改革，以建设智慧养老服务为统
领，不断强化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投入，完
善农村助餐养老服务等。

“老人在这里可以唱歌、下棋、打牌，
还能参加一些自由活动。志愿者也来组织一
些活动，丰富了老人们的生活。”太阳城养
老服务中心经理宋志红说。

“老年人寂寞了不行，就愿高高兴兴地
玩。这里就是老年人的娱乐场所，越住越高
兴。”入住老人李桂英说。

据介绍，为满足人们居家养老的需求，
2018年，寿光市养老服务集团成立了针对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运营机构寿光市和心苑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现已完成装修。该养老
场所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设置了20多个养
老护理床位和餐饮、娱乐、医疗等服务场

所。
“我们为老年人提供机构养老、日间照

料、居家服务、农村幸福院助餐等服务，让
老年人在家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和
心苑负责人李广军说。

据介绍，寿光市投资86万元建设的智慧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也设在和心苑，实现了对
养老服务的动态监管和个人、家庭、社区、
机构与养老服务资源的有效对接。

为让农村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2019年
寿光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大力建设老年
人公益性助餐点示范项目”，鼓励、引导各
镇街区建设公益性助餐点。目前，全市已开

展老年助残服务的幸福院近10处，受益老人
近400人。

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寇家坞六村的助餐
点将于近期开放。这处古色古香的助餐点，
目前正在进行厨房设备的安装。这些天，于
培新、于保增等老人不时过来看看进度。
“我现在都有点等不及了，想着马上就来吃
饭。”于保增说。

寇家坞六村的助餐点占地面积750平方
米，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共计投资200万
元，设有餐厅、洗漱间、浴室、棋牌室、综
合服务大厅等功能室，可为全村44名75岁以
上的老人提供就餐、休闲娱乐等多项服务。
该助餐点投入运营后，将由寿光养老服务集
团进行专业化托管，通过“政府补一点、村
里筹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每天为老
人提供两顿爱心餐。

“分散居住，集中供餐，医养结合，给
年轻人解决了后顾之忧。”寇家坞六村党支
部书记于建中说。

据了解，为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寿光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综合省、市、县三
级补助，对新建、改扩建达到20张养老床位
以上的养老机构，每张床位补助2000元。对
示范性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给予20万元的一
次性补助。对镇级综合性养老服务和老年公
益性助餐点，分别给予2万-5万元的一次性建
设补助。2019年以来，寿光累计配套财政补
助资金450万元。

“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推动各镇街区
有条件的村开展老年公益性助餐点。加快智
慧养老社区建设，通过配备必要的设施和设
备进行老年人健康信息管理，构建覆盖社区
老年人的健康管理网络，推动医养融合发
展。”寿光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李延丰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1月6日上午，寿光建桥学校三年级十七
班的教室里，赵梓豪和同学们一起朗读。自
从去年9月转学到这里，赵梓豪已适应了这里
的学习、生活。

“转到新学校，我步行10分钟就能到
家。每天可自己走回家，爸爸妈妈省心了很
多。”赵梓豪说。

赵梓豪的父母是外地人。去年3月，家庭
住址变更，全家由寿光西城搬到了东城的卡
诺岛小区，赵梓豪的上学就成了难题。因小
区划片所在的建桥学校学位十分紧张，想要
转学并不容易。于是，赵梓豪的父母拨打了
民声热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他们。

“我们积极向教体局反映，对接上级部
门，在学位紧张的情况下，解决了赵梓豪就
近就读的问题。”寿光市教体局教育惠民服
务中心副主任孟祥锦说。

“经过多次沟通协调，俺家孩子转了
学。感谢这个平台把我们的诉求表达出来，
切实帮我们解决了实际问题。”赵梓豪的妈

妈韩倩说。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

所为。群众诉求的快速办理，得益于寿光市
群众诉求一站式服务处理体系的搭建。

去年以来，寿光市从解决群众身边小事
入手，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投资4600多万
元建设社会治理服务中心，探索搭建了群众
诉求处理、全域网格化治理服务、大数据智
能分析预警、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四大体
系”。

社会治理服务中心指挥调度大厅，是寿
光全市社会治理的中心枢纽。这里整合了寿
光民声热线、书记市长信箱、12345政务服务
热线等群众诉求渠道，对群众诉求，变多口
受理为一口受理。

据了解，对群众诉求事项，寿光实行首
接负责制，由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在1个工作日
形成工单，分派至有关单位办理。承办单位
在1个工作日内，联系反映问题的群众，核实
情况，合理诉求3个工作日办结，较为复杂的
5个工作日办结。

“自社会治理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办结

各类群众诉求事项7 . 9万余件、按时办结率
99 . 52%，总体满意率达95%以上。”寿光市
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晓伟说。

寿光还以网格单元为基础，把全市划分
为社区、村居、专属大网格1100个，小网格
3919个，变“被动处理”为“主动发现”，
将服务下沉到网格、下沉到群众身边。

去年上半年，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寿
光市府服务公司家属院内，有一处多年的违
章建设，占据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经网格员
上报后，由所在社区及时跟进，将违章建设
拆除。

“我们社区接到网格员通报事件以后，
联系该业主，业主拒不整改。我们开始联系
寿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该业主下达限期
整改书。到期之后业主仍未进行自行拆除，
我们社区组织30多人次对该违建进行了拆
除。”圣城街道圣都社区党委书记王守艳
说。

按照城市社区“1+1+N+N”和村居“1+
N”模式，寿光共组建了1 . 2万余名由网格
长、专职网格员、网格协管员、专业网格员

组成的专业队伍，实行专兼职结合、双重管
理，以多元联动、主动巡查解决“看得见的
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问题，搭建全
域网格化治理服务体系。

网格员周玲玲每天都会到自己的网格去
巡查，发现问题，立即上传。“每名网格员
都会下载一个APP，巡查的时候打开，有问
题及时上报，平台也会及时处理。”周玲玲
说。

寿光市社会治理服务中心搭建了大数据
智能分析预警体系，利用智能化、信息化手
段管理城市、服务群众。在全域化视频监控
平台基础上，寿光整合公安、环保、综合执
法、应急管理等视频监控资源3 . 5万路，推动
社会治理服务一网全面覆盖、信息流转闭
环、多线协同发力。

“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为
目标，不断加大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力度，创
新回访措施，对群众诉求做到100%回访，对
回访不满意的，交承办单位二次办理，为我
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定有序、政通人和的社
会环境。”张晓伟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月2日上午，寿光世纪教育集团文汇幼
儿园，“家长开放日”活动正在进行。孩子
们在新设置的体能运动区、构建区、休闲街
等区域快乐地玩耍，家长们则在一旁观察、
记录。

“孩子自由发挥，不限制想象力，还能
锻炼孩子的团队协作精神。”学生家长韩宇
说。

据介绍，文汇幼儿园自2009年建园以
来，秉承“让孩子过一个快乐的童年”的教
育理念，将游戏融入情趣化园本课程体系，
以数学领域为切入点，创设了“情趣数学”
特色。同时，借助丰富的操作材料和操作活
动，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去年10
月，幼儿园又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兴趣与
特点，设计了多处自主活动区域，让孩子真
正成为游戏的主宰者。

“我们主张把幼儿园还给孩子。在材料
投放的过程中，我们实行了分类存放，跨区
使用。孩子们利用材料自由地进行玩耍。通
过这种方式，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以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文汇幼儿园园长李桂云说。

近年来，寿光坚持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理念，以促进每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为目
标，认真落实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创新
教育理念，全方位提升办园条件和保教质
量。

走进文家街道中心幼儿园，多个班级的
孩子在进行户外活动。家长贾真云说，如今
街道上的幼儿园一点儿也不比市区差，办园
条件一样好、师资配备一样全、保教水平一
样高。

现在，寿光镇街区幼儿园全部实行“村
镇一体化”管理，通过中心幼儿园辐射管理
各行政村教学点，起到以公带民、示范引领
的作用，并将各类特色化、游戏化课程贯穿
于幼儿园一日活动中。

“我们幼儿园从孩子的兴趣出发，开辟
了‘建构游戏’课程，同时还展开了‘好书

漂流’等适合本园孩子发展的园本化课
程。”文家街道中心幼儿园业务园长郎济萍
说，“通过一系列活动，培养孩子们耐心细
致的个性品质，增强他们的创造能力。”

“以前，我的孩子坐不住，来幼儿园上
学后，回家再玩建构游戏的时候能坐住了，
想象力也比以前丰富了。”文家街道中心幼
儿园学生家长马景丽说。

为让孩子“好入园、入好园”，寿光落
实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不断加大财政投
入，学前教育生均财政投入由2015年的1704
元提高到2018年的4543元，并将公办幼儿园

公用经费标准提高至510元。2015年至2018
年，寿光投入近6亿元，新建、改扩建幼儿
园90处，新增学位1万多个。2019年，寿光
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6处，其中已完工15
处。

去年9月份建成投用的圣城中学幼儿园，
建筑面积9779 . 8平方米，可容纳23个教学班
级，满足周边近800个孩子的入园需求。该幼
儿园，室外跑道、滑梯、沙池等器械配套完
善，室内美工区、建构区、展示区等区域一
应俱全。在教室一角，一些废旧材料、自然
材料被孩子们玩出了新花样。

“自然材料是最质朴、最接地气的材
料，对孩子们来说能够触摸到、感触到。他
们可以借形想象，进行空间架构。”圣城中
学幼儿园教师隋娜琪说。

截至目前，寿光共有幼儿园191处，其中
公办幼儿园111处，民办幼儿园80处，在园幼
儿4万多人。为全面提高办园质量，寿光专门
制定相关意见，对公、民办幼儿园实行“五
统一”管理模式，确保全市幼儿园协调均衡
发展。目前，寿光有省级示范幼儿园68处，
15处镇街全部被评为“潍坊市学前教育先进
镇街”。

对群众诉求，寿光变多口受理为一口受理

百姓为难事，一站式解决

建设智慧养老社区，开办农村公益性助餐点

寿光老人：戴上智能环吃上爱心餐

农村幼儿园，堪比城区园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市洛城中心
幼儿园内，小朋友们
在展示自己的手工作
品。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市城投太阳城养老服务中心内，志愿者们在为老人义务理发。

国产A100成功下线
打破国际垄断

羊口镇奔向
现代化滨海新城

化龙马庄村民
全体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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