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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平度讯 (通讯员李培强
袁平 伟华)“十一”黄金周以

来，平度茶山风景区开始全面推
行“垃圾换门票”活动，呼吁游
客文明出行，自觉维护环境卫
生。笔者了解到，此活动受到了
广大游客的欢迎，以前常见的脏
乱现象明显得到改观。

游客购票后凭门票可在景区
游客中心处领取清洁手套和垃圾
袋。进入景区游览途中，随时用垃
圾袋收集起游客随意丢弃的垃圾。
游览完毕后，景区工作人员根据垃
圾类型、垃圾种类进行称重、计算，
现场进行费用的评估奖励。为了鼓
励更多游客参与其中，换取奖品、
门票的标准定得并不高，如只要捡
15-20 个烟头就可赠价值 50 元的门
票一张，20 个以上可赠送两张，同
样捡塑料瓶、废纸、果皮等都可以
兑换。

本报即墨讯 (通讯员任涛
刘峰)“村庄主街道应多种些绿化
苗木，让大伙儿生活环境更好点”，

“我同意，最好能再粉刷一下墙
壁”，“我家附近一下雨就积水，
最好浆砌一下排水沟”……

10月14日，即墨市灵山镇中姜
戈庄村的“阳光议事厅”里很热闹，
村庄党支部书记孙中知正与50多名
党员、群众代表就“美丽乡村”建设
下步工作安排展开热烈讨论，大伙

儿纷纷建言献策。
“以前村里也搞民主议政，但

往往流于形式，大家热情不高。现
在，涉及村庄集体管理决策类的重
大事项，全部按照向村民征议、党
组织提议、村‘两委’商议、听取
群众建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
表会议决议，镇党委审核通过后再
实施的程序进行，使村务决策管理
成为一个流水线，老百姓口服心
服！”据孙中知介绍，在党员干部

带头参与下，中姜戈庄村栽植樱
花、迎春花等苗木8000余棵，粉刷
墙壁1000余平方米，浆砌排水沟30

米，进一步美化了村容村貌。
在灵山镇小稻池村，村里要办

的事，同样是村民说了算。只见
“阳光村务”公开栏内，一张张实
施美丽乡村建设工程的决策办理
表，一份份村庄项目收入、支出账
单，详细见证着村庄事务决策程序
的严谨与透明。村庄党支部书记江

守议告诉笔者：“每月 1 0 号，我
们风雨无阻，征求各方意见，组织
党员和群众代表集中民主议政，听
取大家意见。”

在严格集体管理决策事项决策
程序的基础上，灵山镇更加注重民
生服务，在全镇 1 2 个村庄设立便
民服务厅，将低保办理、大病医疗
救助等 9 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便
民服务类村务纳入大厅“挂牌办
理”，机关干部下沉一线与村庄干

部一起办公，群众办事只需带好相
关材料，找相关代办人员办理即
可。“尤其是年龄偏高、行动不便
的村民，全程办事代办员登门服
务，深受村民欢迎，夸奖我们服务
很贴心。”河南一村党支部书记吴
显祥深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阳光村务”推行以
来，灵山镇共为群众代办各类便民
服务事项1000余件，党员群众满意
率提高了11 . 5%。

村里的事，大伙儿说了算
即墨市灵山镇推行“阳光村务”，村务更透明，民心更透亮

本报邹城讯 ( 见习记者张超
通讯员房亚东 张长青) 金秋时

节，走进邹城市兖煤黑豹矿业装
备有限公司加工车间，紧张而忙碌
的工作景象呈现在记者眼前。现在
的邹城，处处都可以感受到“草根”
企业的蓬勃发展。

据了解，该民企成功收购老国
企山东液压机械制造总公司后，
占地面积从 1 9 亩扩展到了近百
亩，发展潜力也跟着“水涨船
高”，“虽然现在企业销售收入
一年就一个来亿，但是我们有信

心在三年后发展到10个亿。”公
司董事长宋如自信地说。

“大胆探索适合邹城特色和
产业特征的民营经济发展路子，
用超常规的理念、胆略和气魄去
推动全市民营经济发展。”该市
副市长康建国直陈邹城这一鲜明
态度。

2011年以前，“草根”经济在
邹城市的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只
占15%。为了使“草根”企业摆脱
发展困境，该市从困扰民企“用
地难、用地贵、融资难、融资

贵”等问题下手，从根本上帮助
“草根”企业走出困境。今年，
邹城市简化两证办理，开辟出
“绿色通道”，先后分两批为61

家产权不明晰的企业办理了土地
证、房产证。截至目前，共为49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办理两证，
减免各项费用8000余万元。邹城市
积极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
推 出 “ 成 长 型 过 渡 小 企 业 贷
款”、“助保金贷款”等特色金
融产品和金融服务30余项，设立
自主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基金700万

元，累计帮助“草根”企业融资6

亿多元。
邹城市建立特色鲜明的小微

企业园区，积极引导微型企业走集
群式发展道路。目前，该市共建成
小微轻工企业园区13处，入园企业
达到2000余家。“如果把‘草根’企业
做好，一样可以聚集大能量。”邹城
就业局局长相启水说。

邹城市在体制上的不断创新
改革，使得“草根”企业在这场
经济转型硬仗中迅速崛起，成了
转型“上行道”的新突破口。

罗庄联社力促实体经济展

今年以来，罗庄联社紧跟县域经
济发展思路，加大对龙头企业、小微
企业等实体经济资金扶持力度，截至
9月末，该社已发放实体经济贷款余
额53 . 15亿元，占全部贷款的96 . 30%。
一是对接龙头企业，加大资金支持力
度，累计发放贷款3 . 8亿元。二是实行
送服务上门，围绕“十大产业集
群”和“十大商业综合体建设”提供
信贷资金3 . 01亿元。三是是开展信用
等级评定，着重研究与企业生产经
营状况相关的非财务信息，舍弃部
分不能真实反映企业资质的财务指
标，科学评定信用等级，已完成对
全区324户小微企业的授信。四是实
行差别化贷款利率管理，对被评为
AA级以上的小微企业实行利率优
惠。五是创新业务品种，该社先后开
办了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业务、动产
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业
务，余额达3 . 8亿元。(谭伟 杜明)

朱保支行反假宣传进社区

为切实提高农村居民对假币的
识别能力和防范意识，普及反假币知

识，提高居民对人民币的爱护程
度，优化金融环境，兰山合行朱保
支行根据辖区农村支付环境复杂、
假币流通量大的特点，组织员工深
入农村社区开展以“反假货币、人
人有责”，“爱护人民币、从我做
起”为主题的反假币宣传活动。一
是在人口相对密集的社区入口及超
市门口发放反假币宣传折页、手册
等，增强居民反假币知识。二是与
群众面对面交流讲解反假货币相关
知识，提高广大群众识别假币的能
力及反假货币的意识。三是在当地
学校开展反假知识讲座，发挥在校
学生的辐射作用，营造反假币的浓
厚社会氛围。通过本次反假货币宣
传活动，提高了辖区居民的反假币
知识，增强了居民保护人民币的意
识，夯实了农村市场反假币工作基
础。(王玉婷)

助推绿色环保企业发展

近年来，曹县联社将绿色环保企
业纳入信贷支持重点，实行利率差别
化政策。通过对环保企业的所在行业
的特征、行业政策、可持续发展综合
分析，评估其技术水平、规模优势、创

新发展的能力，按环保等级的高低，
确定贷款，有效控制两高行业的贷款
规模，实现了社企双赢，促进了地方
经济的发展。 (马安营)

大年陈红富士苹果喜上市

1 0 月 24 日上午，笔者来到惠民
大年陈农产品批发市场，映入眼帘的
是一车车红富士苹果。大年陈镇地处
黄河岸边，水源充沛，非常适宜种植
苹果，加之果农成熟的管理技术，采取
人工授粉、壁蜂授粉、提高坐果率以及
推广高品质纸袋等方法，生产出的果品
皮薄、汁多、含糖量高，在市场上十分畅
销。大年陈镇现有红富士苹果 30000

亩，年产量达到 6 万吨，目前批发价格
每公斤 3 元至 3 . 5 元，截至目前全镇已
销售约 3 万吨。 (邢海英)

巨野县支行积极支持棉花收购

针对今年的形势，农发行巨野县
支行积极发挥政策性银行支农作用，
按照“收好棉、防风险”的指导思
想，采取措施，确保棉花收购工作
顺利进行。该行依托国家临储政
策，将农发行信贷资金形成的库存
全部交储到辖内临储企业；落实封

闭管理，按照“钱随棉走、专款专
用、库贷挂钩、封闭运行”监督贷款使
用回笼，为2013棉花年度贷款本息
“双结零”打好基础。目前该行对
辖内3家棉花购销企业授信棉花收购
贷款3 . 8亿元，2013棉花年度首笔贷
款1500万元已发放到企业。(吕爱华)

曹县联社开展
“向不良贷款宣战”活动
近日，曹县联社组织开展“向不

良贷款宣战”活动，将不良贷款清收
工作纳入重点攻坚项目，敢于向不良
贷款“亮剑”，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加
快不良贷款的清收、盘活。成立了以
联社主任为组长，科长和网点主任为
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本次活动的宣
传发动与组织工作，按月分解任务，
落实到每个责任人身上，形成部门有
目标、个人有任务、全员共担当的清
收氛围，努力提高曹县联社信贷质量
和收入水平。(李继国)

沂南联社不良贷款专项清收见成效

为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处置力度，
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努力实现不良
贷款清收管理工作的新突破，沂南联
社于8月6日至9月30日开展了全员不

良贷款专项清收活动。一是按表内、
表外贷款层层将任务分解到人，采取
一次性现金奖励和享受休假相结合
的奖励机制，对完成任务者一次性奖
励现金5000元，同时享受5天带薪休假
待遇；二是采取个人感情清收、清收
小组集中清收、上门蹲守清收等方式
进行清收。活动期间现金收回不良贷
款201笔、金额584 . 7万元，达到了不良
贷款余额、占比双降的目的。(孟祥军)

农发行费县支行
服务县域经济助推企业发展
费县农发行努力改善金融服务，

提高服务实效，实行“一企一策”上门
服务，了解企业实际需求，力所能及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着力解决企
业融资难的问题。今年共投放产业化
龙头企业贷款1 . 3亿元，较好地支持了
企业发展。(季相波)

开展红盾护农维权工作

多年来，威海市文登市工商局泽
头工商所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发挥
基层工商所的主导作用，积极探索护
农途径，从辖区农户利益出发，把红
盾护农送到田间地头，赢得了农户们
的交口称赞。 (王荷云 王英宝)

平度一景区
捡垃圾可换门票

邹城“草根”企业成为经济转型新突破口

“今年我以富硒2号黑花生
做母本，用黑丰16号花生嫁接，
用金龟子菌拌种，施用亿丰源、
黑金珠有机复合肥，单粒下种，
单行种植，不打药，人工除草，
粗放管理，真没想到一棵花生会
结这多果，亩产能达到 6 5 0公
斤。”10月23日上午，临沭县大
兴镇东港头村50岁的农民孙秀连
高兴地告诉笔者。笔者当场连数
了三棵花生，一棵结了 1 2 2个
果，另一棵结了 152 个果，最多
的一棵结了 173 个果。

（王从金 摄）

一棵秧结出

170 多个花生果

本报德州讯 （通讯员马俊
凯）进入10月份以来，德州市棉花
企业收购量逐渐增多，每天收购籽
棉几万斤到十几万斤。

今年该市植棉面积113万亩，
今年棉花质量明显好于前几年，以
白棉三级为主。一个多月来籽棉平
均收购价格在4 . 30元/斤左右，比
去年上涨 0 . 2 0 元/斤左右。据了
解， 2 0 1 3 年度全球棉花供过于
求，国际棉价大幅低于国内价格，
棉价上涨的可能性极小，今后一段
时间籽棉收购价格将基本稳定在
4 . 30 元/斤左右。

德州市棉花
收购进入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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