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海域使用权人 用海位置 用海方式 宗海面积（公顷）用海期限（年）

威海金线顶公园建设项目 威海市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管理处 金线顶东近岸海域 建设填海造地 48 . 98 25

烟台开发区海滨路工程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旅游局 烟台开发区古观十五路以西，古观三路以东 非透水构筑物、透水构筑物 3 . 4364 40

大宇造船石油钻台项目
大宇造船海洋（山东）有限公司

大宇造船一期分段工厂以南 建设填海造地 18 . 353 50

大宇造船一期二阶段码头扩建工程（一） 大宇造船海洋（山东）有限公司东北 建设填海造地 0 . 150 50

乳山口港扩建工程 乳山市港航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乳山口港码头以东 建设填海造地 39 . 925 50

牟平区养马岛中心渔港工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牟平渔港监督 牟平渔港现有码头向西扩建至联石

建设填海造地 8 . 9505 40

牟平区养马岛中心渔港工程（二） 港池、蓄水等 8 . 5506 40

海即跨海大桥工程（一）
海阳市海即跨海大桥投资有限公司 海阳市辛安镇坨南嘴至即墨栲栳岛海域

跨海桥梁 42 . 02 40

海即跨海大桥工程（二） 建设填海造地 3 . 218 40

威海长青人工渔礁项目 威海长青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爱伦湾 透水构筑物 98 15

潍坊港中港区 8#、9#、10#通用泊位工程 潍坊森达美港有限公司 潍坊港现有工作船码头向南延伸75 米，垂直码头岸线1030 米，宽430 米 建设填海造地 42 . 3991 50

日照港石臼港区西区三期工程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港石臼港区西区二期工程以南，北京路以东 建设填海造地 39 . 501 50

莱州海事工作船码头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海事局 莱州港作业码头西侧，三山岛渔港防波堤北侧海域 建设填海造地 1 . 6431 40

长岛县西海岸休闲文化广场填海工程 长岛县国有资产运营中心 长岛中心渔港北侧 建设填海造地 44 . 5512 40

西霞口集团 6 . 5 万吨和 3 . 5 万吨船坞工程 西霞口集团有限公司 龙眼湾 建设填海造地 3 . 6518 50

长岛县南北长山大桥工程 烟台市长岛公路管理局 南北长山大桥连接工程东侧 跨海桥梁 2 . 112 40

山东大唐东营风电一期工程（一）
山东大唐东营发电厂筹建处 东营市东部沿海防潮堤两侧，永丰河以南，吹填北围堰以北 非透水构筑物

3 . 53 20

山东大唐东营风电一期工程（二） 4 . 53 1

潍坊港（中港区）散货堆场一期工程 潍坊森达美港有限公司 潍坊港（中港区）新建沿海防护堤（港口段）南侧 建设填海造地 48 . 0281 50

石岛集团有限公司新港突堤码头项目 石岛集团有限公司 石岛湾 建设填海造地 0 . 5225 50

潍坊港（中港区）万吨级码头货场扩建工程 潍坊森达美港有限公司 潍坊港 3 × 10000 吨级码头 建设填海造地 11 . 0301 50

山 东 省 海 洋 与 渔 业 厅 公 告
下列项目用海已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和《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的相相关规定，现向社会公告。

长城资产
商机无限

枣庄天鹅地毯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资产营销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拟对从枣庄市
工商银行收购的枣庄天鹅地毯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进
行处置，截至收购时累计债权总额 22998 5 1 3 . 3 4 元。
其中本金 17830 0 0 0 元、利息 516851 3 . 3 4 元，贷款方
式为抵押，企业以其机器设备作为抵押。

债权资产：该企业位于枣庄市市中区大众路 15
号，注册资本 425 万元，经营范围为地毯、装饰材料、建
材五金销售及服务。2006 年 11 月 5 日，枣庄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 2006 ) 枣民破字第 15 号民事裁定受理债
务人的破产还债申请，2006 年 12 月 1 日作出( 2006 )
枣民破字第 15-1 号民事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还债。
我办申报债权本息共计 25027923 . 94 元，并主张对抵
押物优先受偿。

2007 年 2 月 28 日，枣庄中院作出( 20 0 6 ) 枣民破
字第 15-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我办与破产企业之间
的抵押合同有效，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2007 年
3 月 16 日破产清算报告对我办事处的优先受偿权予
以确认，目前尚在破产程序中。

枣庄市房产管理局档案记载该企业房屋产权证号：
00132095 ，原产权证号 OGF53011 ，位于枣庄市振兴南路
50 号院内，建筑面积 598 . 15 平方米。

债务人以企业生产设备作抵押，在枣庄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办理抵押登记，登记证号：鲁工商( 01) 抵登字第

0049 号及鲁工商(2002)抵登字第 0086 号。
欲了解债务人及抵押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网站

http ：//www . gwamcc . com 。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

我办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
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
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
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 系 人：孟新 赵娜
联系电话：0531-82079897 、82079798
传 真：0531-82079897
通信地址：济南市经七路 168 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
2009 年 9 月 8 日

2009 年 9 月 8 日 星期二

李敏

本期话题：用人以制，阳光选才

主 持 人：姜言明（本报记者）

特邀嘉宾：张 斌（中共泰安市岱岳区区委书记）

■ 亮点评说

岱岳区：把干部提名权交给群众

“一个大灌区就是一个大粮仓，
其规模之大、产量之高、质量之优，
是其他农田不可比拟的，在保证国家
粮食安全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
用。”按照水利专家的提示，记者走
进了黄河下游最大的引黄灌区——— 位
山引黄灌区。

高高昂起的龙头

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摇头摆尾奔
向大海的途中，在东阿县位山村分出
一个支流，流向鲁西和津冀地区。

位山灌区始建于 1958 年， 1962
年因涝停灌， 1970 年复灌。渠首设计
引水流量 240 立方米/秒，设计灌溉面
积 540 万亩，控制聊城 8 个县（市
区） 90 个乡（镇）的全部或大部分耕
地，居全国特大型灌区第 5 位。

沿位山灌区北行，但见树木葱
茏，庄稼茂盛，葡萄在架上打着“秋
千”，秋桃在树上晒红了“脸庞”，
微风吹来，芬芳扑鼻。东阿县刘集镇
前苫山村的群众说，一亩粮田打一吨
多，过去做梦都不敢想。这好收成，
黄河水立了头功。

位山灌区管理处主任单清明介
绍，灌区作为确保聊城农业丰产增收
的重要基础设施，有效地缓解了十年

九旱给聊城农业带来的严重困难，提
高了粮食生产能力，保障了粮食安
全。复灌至今，灌区累计引水 459 亿
立方米，年均增产效益达 10 多亿元，
产量占全市粮食总产量的 72% ，单产
约为非灌区的 2 倍。与此同时，灌区
还为聊城工业、城镇居民生活及环境
用水提供了大量优质水源。引黄补
源，有效地缓解了地下水位下降的趋
势，保障了机井的正常使用，改善了
区域生态环境。向电厂供水，有力地
服务了工业建设。向东昌湖、古运河、
徒骇河供水，为打造“江北水城，运河
古都”提供了水源支持，改善了投资环
境，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灌区自
1981 年以来还先后承担了 6 次引黄济
津和 12 次引黄入卫跨流域调水任务，
向天津、河北送水 60 亿立方米。

“位山灌区是聊城市水利设施的
龙头，也是向津冀地区送水的咽喉，
位山灌区事关大局，只能做好，不能
有半点差错。”聊城市的领导同志
说。

低低垂下的龙尾

仔细观察位山灌区灌溉工程网络
分布图，可以发现，用红、蓝、绿三
色标出的三条大干渠，好似高高昂起

的龙头，细密的分支渠，好似低低垂
下的龙尾。

管理处副主任许晓华介绍，灌区
骨干工程设有两条输沙渠、两个沉沙
区和 3 条干渠，干渠总长 274 公里；
分干渠 53 条，总长 797 公里；流量大
于 1 . 0 立方米/秒的支渠 393 条，总长
1419 公里；各类水工建筑物 5000 余
座，形成庞大的灌溉网络体系，固定
资产 7 亿多元。

但是，尾部摆不起来，最佳效益
就不能发挥。

东阿县委书记王伟华介绍，东阿
位于位山灌区上游，引黄灌区经过长
期运行，泥沙淤积严重，造成沿渠部
分干、支渠分水口引水困难，部分引
水口淤死，引水条件恶化。干渠和沉
沙渠沿岸堆积了大量清淤弃土，并向
两岸不断展宽、加高。清淤弃土占压
耕地，使当地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不断
减少，土地沙化严重，当地群众的生
产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泥沙处理矛盾
日益突出。记者行走在姜楼乡的引黄
干支渠边，但见清出的泥沙高出地面
四五米，虽经绿化整治，但沙随风走
的现象依然可见，有的支渠淤积达 1
米之多，影响了引水效果。

管理处工程科科长李春涛介绍，
位山灌区是聊城人民自力更生于 1958

年开始兴建的，至 19 7 0 年共投资
2741 . 7 万元。 1998 年列入国家大型引
黄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至
去年共投入 37580 万元，其中中央投
资 13150 万元，地方配套 24430 万元。
干渠渠道衬砌 191 公里，占应衬砌渠
道的 69% ；分干支渠衬砌了 61 公
里，还有 2000 多公里没有衬砌，形成
了头高尾低的状况。

“巨龙”何时腾飞

如何让这条昂首待飞的“巨龙”
腾空？

关键是衬砌。许晓华算了三笔
账：渠道衬砌后，可以节水 14％。
1970 年复灌以来，共引水 459 亿立方
米，向京津地区送水 52 亿立方米。如
果衬砌，可以节水 64 . 26 亿立方米。
引水必引沙，黄河水含沙量高，复灌
以来，共引沙 3 . 8 亿立方米，机械化
程度低时，每年动用十几万名劳动力
清淤。衬砌后，水流速加快，大量泥
沙可以进入下游农田，不仅能改良土
壤，还能每年节省 500 多万元的清淤
费用，减轻灌区农民的负担。几十年
来的清淤，占用渠边土地 5 万多亩，
每年补偿农民粮食 2700 万斤。衬砌
后，清淤占压土地减少，既节省土

地，减少补偿，又能消除飞沙，改善
群众的居住环境和投资环境。

单清明说，受气候干旱和人类活
动的影响，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黄河
来水量明显减少，变得可用而不可
靠。上世纪 90 年代每年可以引十几亿
立方米黄河水，近几年每年只能引六
七亿立方米。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
对黄河引用水的监控力度，并规定对
引黄灌区实行限时限量引水，使依靠
引黄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引
水渠道衬砌后，通过减少渗漏和应用
节水措施，可以有效缓解用水紧张问
题。

位山灌区需要衬砌的骨干渠道
2000 多公里，加上需要改造的桥、
路、涵、闸等地上建筑物，最少需要
30 多亿元，如何解决这笔庞大的开支
呢？

一些分管水利的领导和专家指
出，早干早主动，晚干晚主动，不干
就被动。水利建设是一个长期投资长
期见效的工作，我们既不能寄希望于
一蹴而就，也不能因难而不为。可以
采取“多措并举、小步快跑”的办
法：上级在水利建设资金上适当倾斜
一点，加大对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灌
区的扶持力度；加快水价改革，从水
价改革中解决一点；对于水利建设工
程中的出工问题，可以按照“谁受益
谁负担”的办法，经群众同意，以劳
代资解决一部分资金困难；灌区群众
每年调出的粮食数百万吨，为国家的
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关部
门可以协调一下，从粮食调入地支援
一点；积极开展市场化运作，在条件
成熟的时候，可以考虑跨区域供水，
在供水中获得建设资金。

我们相信，经过不断努力，这条
“巨龙”一定会腾飞起来。

大灌区 大粮仓
——— 把脉农田水利建设之二

□ 本报记者 宋庆祥 本报通讯员 董长林 夏正超 崔颖

背景
泰安市岱岳区自

去年 9 月份被省委组
织部确定为“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
（市）委书记用人行为”试点单位以
来，大胆创新选人用人的新方法、新
机制，把扩大干部民主作为方向，把
健全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作为重点，
使区委书记用人行为在规范有序、阳
光透明的状态下运行，真正实现了
“用人以制、阳光选才”，走出了一
条富有岱岳特色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监
督工作的新路子。

事件
国庆节临近，一

个个节庆文化项目在
岱岳区陆续拉开了帷幕。 9 月 2 日，
区文体局长徐杰一大早便赶到办公
室，开始了繁忙的项目策划工作。而
十个月之前，他还在乡镇上工作。

徐杰是岱岳区引入民主竞争机
制、差额选任的正局级领导干部之
一。回想当初自己在竞职演讲时作出
的承诺，许杰倍感压力和责任：“只
有辛勤努力、加倍付出，做出更加突
出的成绩，才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
任和期望。”

点评
姜言明：岱岳区

被确定为全省首批试
点单位，在用人选人方面进行了哪些
探索？

张斌：首先要说的是，岱岳区成
为六个试点单位之一，这是省委、市
委对我们的信任和鞭策，也是岱岳区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难得机遇。
开展试点工作，对区委书记的用人权
不是限制、而是规范，不是削弱、而
是强化，不是不信任、而是负责任，
是对区委书记最大的关心、最好的爱
护，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干部队伍素
质、选人用人公信度和经济社会发展
实效，具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启动试点之后，我们首先考虑的

是从哪些方面进行规范、如何规范，
从哪些环节强化监督、如何监督？在
进行深入调研基础上，区委制定了
《区委书记用人行为规范与监督工作
方案（试行）》和 5 个配套方案，形
成了形象直观的工作流程图。这些方
案，第一次明确了从动议一直到干部
任职过程中区委书记的所有用人行为
规范。

比如说，在提名环节，我和其他
人一样可以直接提名，但要做到“两
必须三不准”，即必须写出署名推荐
材料、必须在现有后备干部中提名；
不准采取授意、暗示的方法提名干
部，把个人意志强加于组织之上，不
准直接或间接提名配偶、子女和身边
工作人员，不准随意否决提名人选。

姜言明：试点工作开展一年来成
效如何？

张斌：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区委
广泛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
议，大胆探索，拓宽了选拔任用干部
的各种渠道，如公开选拔、公推竞职
差额票决正职领导干部、平职调整领
导干部、差额选拔副局级领导干部等
等，其中平职调整领导干部在全省也
是一个创新。

去年 12 月和今年 3 月，我们严格
按照规定程序，采取公推竞职差额票
决的办法分两批选拔了徐杰等 4 名区
直部门“一把手”。在具体操作上，
采取了“五差额三票决”，“五差
额”即差额推荐、差额演讲、差额考
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三票决”即
竞职演讲人选公推票决、考察人选全
委会票决、任职人选常委会票决。

今年 6 月，又采取“四公开四差
额”的办法，选拔了 1 名乡镇党委书
记和 1 名乡镇长。

这几次实践，都主动把干部提名
权交给广大干部群众，实现了由“少

数人选多数人”到“多数人选少数
人”，真正选出了德才兼备、实绩突
出、群众公认的领导干部，在全区产
生了很好的反响，各级干部干事创业
的热情更高、劲头更足。

今年 3 月，我们组成 2 个调研组
到部分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深
入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活动。根据调
查结果，群众对试点工作的满意率以

及对试点期间领导班子配备和新提拔
重用干部的满意率都达到 98% 以上。

姜言明：今后将如何巩固提升
“试点”工作的实践成果？

张斌：建立起科学规范和有效监
督区委书记用人行为的长效机制，这
是巩固试点工作的重中之重。

截至目前，区委先后在规范和监
督两个层面，制定了《区委书记用人

行为规范》、《干部调整动议制度》
等 13 项制度规范和《区委书记用人行
为监督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等 8 项监督工作
制度，形成了配套完善、操作简便、
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促进了干部工
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为全区经济社
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
保证和人才支持。

□纪荣军 张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今年以来，莱城区大力实施碧水

蓝天工程，严格落实环境污染“一票否决”、项目
建设“三同时”等制度，先后拒批了 46 个高能
耗、高污染项目。

莱城区加大污染防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节
能降耗工作力度，先后关停取缔 50 多家违法排污
企业和土小企业，淘汰 40 万吨钢和 30 万吨水泥的
落后产能，全区环境质量持续转好，万元 GDP 能
耗、二氧化硫和 COD 排放量均超额完成上级下达
指标。同时，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活动，推行农村
“五化”工程，建立了“村收集、镇清运、市区集
中处理”的市场化垃圾处理长效机制，所有乡镇都
通过整体招标的方式确定了清运队伍，农村像城市
一样做到了垃圾日产日清。

莱城区拒批 46 个

高能耗高污染项目

□通讯员 陈心前 张垚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今年以来，淄川区围绕“村党组

织书记素质提升工程”，通过“订单式”组织对村
居书记开展教育培训 1129 人次。

今年初，淄川区委组织部对全区 485 名村居书
记逐一发放调查问卷、分层次组织座谈交流等形
式，深入征求对培训内容、方式和时间等方面的意
见，并据此确定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涉农
法律法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 8 个方面的重点内
容和 4 种培训方式的培训“订单”。目前，已先后
邀请高层次专家教授进行专题讲座培训 4 场、市外
2 名优秀村书记进行现身说法；累计组织 115 名村
居书记先后到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经济学院参加高
校培训班；组织部分优秀村居书记到省内 6 个先进
村居进行参观学习。

淄川“订单式”

培训村居书记

□增平 继保 利民 报道
本报梁山讯 原本没人看上眼的荒滩、荒坡、

荒沟、荒地，如今在梁山县竟成了“抢手货”。目
前该县 95％的“四荒”地已经承包出去。

梁山县针对地处黄河滩区、东平湖区，路沟壕
堰纵横，砖窑、坑塘、废地多的特点，采取谁开
发、谁管理、谁受益的政策，引导农民开发利用荒
地、坑塘。小安山镇百忍庄村 5 年来改造涝洼沼泽
地 1400 亩，村民人均年增收 1000 元；赵固堆乡利
用黄河滩涂地，发展速生丰产林近万亩，林业成为
该乡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去年以来，该县开发废
旧坑塘 2370 多个，开发路沟堰 2100 亩，四旁植树
250 多万棵。

梁山“四荒”地

成为增收新渠道

乳山市的刘龙军在下初镇江南头村建起了黄粉虫养殖示范中心，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发展
养殖户 100 余家。该公司将黄粉虫加工成即食干品，部分产品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地，每公斤的价格卖
到 200 多元。图为 9 月 3 日，江南头村的养殖户在饲养黄粉虫。

□通讯员 赵柏 刘霞 记者 侯彦谦 报道
本报肥城讯 9 月 4 日，迎着扑鼻的肥桃香

气，记者走进桃农李庆振家的精品采摘园。“一个
桃 5 块钱！”李庆振正忙着给济南来的客人刘先生
结账，“论个卖，不用称！”

据肥桃研究所所长宋红日介绍，该市先后组织
制定了《无公害肥城桃生产技术规程》等 3 项地方
标准，研究制定出的《肥城桃国家农业行业标准》
和《肥城桃保护开发条例》经国家农业部批准实
施，实现了肥城桃从种植、培育到采摘生产的全过
程标准化管理。到目前，肥城桃国家级农业标准化
示范区面积已达 10 万亩，示范户达到 6800 户。

金秋品桃节成了肥城的特色招牌，桃王评比、
培优园现场采摘、济南品赏会等让肥城桃再次名声
大振。去年的“桃王”李庆红说：“今年还没到采
摘季节，客商就来了好几拨， 60 多棵桃树的桃子
全部都订出去了，都是论个卖的。”

今年肥桃论个卖

□通讯员 王尧 记者 朱殿封 报道
本报夏津讯 8 月 28 日上午，今年高考考入

西安交通大学的香赵庄镇马桥村学生马宗亮，高兴
地领取了 1000 元计划生育奖学金。

夏津县今年共有 62 名来自农村的独生子女大
学生领取了计生奖学金。

夏津县不断推进计生扶助制度，积极落实独生
子女家庭的各项优惠政策，民政、卫生、劳动等
25 个县直单位和部门联合推出 50 多项优惠政策，
把计生家庭纳入城乡低保、城乡医疗救助和民政部
门开展的各类走访慰问及爱心助学活动。今年高校
录取工作一结束，该县迅速对全县农村独生子女学
生的高考情况进行摸底，实施了这次奖励。

夏津 62 名农村计生户

大学生喜领奖学金

□彭辉 刘国贤 报道小虫富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