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0月25日 星期五 第6期

□ 责任编辑 刘芝杰

电话：（0531）85193690

21

22 镇街

导读

不用进城就过上城市生活
从2008年起，古城街道抓住“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政策机遇，全力打造新型农村社区，走
出了一条居住组团化、住宅楼房化、服务社区化
的农村社区发展新路子……

23 综合

10月16日上午，在寿光市田柳镇王高五村，
记者见到了正在西兰花田里和村两委一块忙活
的“第一书记”宋梅贵……

24 民生

东部大建设如火如荼 西部大物流聚拢人气

5年内城区人口从30多万增到50万

□ 见习记者 石如宽 郭继伟
本报记者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兵

地上地下一样通达

深秋的洛城，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一栋
栋高楼正在崛起，一条条道路正在铺设，一排
排简易房在田野搭建。

新城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解决基础设施配
套问题。金光街在东伸，永乐路在改造，尧河路
在拓宽，豪源路在北伸……一个“六横五纵”的
道路格局正在形成。四通八达的道路，不仅带
动新区项目建设，方便百姓出行，同时也将东
部新城与寿光市区以及东南部的潍坊市区紧
紧拉在一起。

曾经因路难走，菜运不出去、媳妇不愿意
进家的窘状将成为历史。

“寿光县，弥河串”，弥河是寿光的母亲河，
拥有地利优势的洛城自然将弥河充分利用起
来。“在现在的河坝东边，南起圣城街，北至金
光街，将建设一条沿坝路，串联起禇庄、河东
隅、北齐疃等村。”洛城街道屯西村党支部书记
葛茂学介绍。

屯西村已享受到交通带来的便利，潍昌
路、农圣路、富士路三条大道贯穿村中，带动运
输业成为附近几个村的支柱产业。屯东村51岁
的韩文波，儿子做长短途运输，日子过得殷实。

修路是看得见的基础工程，新城建设还有
看不见的“地下工程”。一条宽、高均两米，长
3971米的“共同管沟”，正在洛城地下铺设。

所谓“共同管沟”，是指在地下挖掘隧道，

将原本均为单独埋设的水、电、气等各类市政
管线集中放置在一条地下隧道里，隧道同时留
出供检修人员行走的通道，在必要的位置上，
设有通往地面的出入口。管线入共同管沟后，
会注明所属单位，哪根管线出了故障，只要打
开接点处的井盖，便能立即查找到所属管线的
位置，直接施工。

统一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避免了由于
埋设或维修而导致道路多次开挖的麻烦。

“地下管道实施雨污分流，污水进入东城
污水处理厂，雨水直接流入丹河。”洛城街道工
作人员刘勇说。

寿光东部新城的基础框架，已经显出清晰
的脉络。

物流带来聚集效应

东部新区热火朝天，西部文家街道也在奋
力争先。

向市场集中，向园区集中，文家街道不断
整合资源，街区承载力不断增强，更多农村人
口向城镇聚集。

物流业进一步做大。占地1200亩的半岛建
材物流城项目，集茶叶、干果、艺术品销售为一
体的东宇金海商城，农机销售专业市场，农资
物流，三期物流园等一批物流项目，正在形成
功能、布局完善的西部市场物流经济板块。园
区逐步转型升级。文家街道推进晨鸣新上项
目，加快天力药业VC深加工二期建设，开工建
设科迪电子高科技项目区等。商住更为集中。
抓好前游村、联盟炼油厂旧址、原文家一中等
500多亩土地的集中连片改造开发，建设商住
精品，加快融入中心城区。

占地3000亩的农产品物流园是文家街道
的重头戏，为1 . 5万人提供就业机会，带动了周
边房地产、餐饮、商贸物流等的发展。杭州嘉
园、万兴苑、锦绣城等精品居住小区先后建成，
街区驻地共新建居住楼房3100多套，凯莱大酒
店、汽车销售市场等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达到
38家，街道驻地建成区面积达到4 . 5平方公里，
人口1 . 54万人，逐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文家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东光介绍，围绕
物流，本地村民大都弃农经商，做交通运输等。
桑家村63岁的桑训昌说，大家主要种温室、搞
运输、做餐饮。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在富康制药
承包车队，一个制造包装膜。

10月16日，在文家街道桑家花卉市场，贾
春红正在向顾客介绍绿植盆栽。她以前在当地
造纸企业上班，感觉依托强大的物流，做花卉
是个良机，就租了个摊位，第一年还免租金和
水费。2年前她在文盛家园买了房子，“这里工
作机会多，孩子上幼儿园很方便。”

配套产业解决就业

10月17日下午，在洛城街道屯西新社区，
62岁的葛汝昆说，从他家16楼俯瞰，就是弥河
公园，碧波荡漾，绿意满眼。

屯西村新社区是城中村改造项目。像这
样的项目，在洛城还有德润绿城、中南世纪
星城、学府花园、中阳御景名都等，排列在
弥河东岸。

“然而配套设施容易，让农民上楼容易，配
套产业难，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解决就业问
题。”寿光住建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勇说。

企业总部群是东城新区的核心建筑群，占

地457亩，设计建筑23栋。目前已有55家企业确
定进驻，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电子商务、物流
配送、展览展示等现代服务业。

“总部经济重在辐射效应，未来每个落户
的企业总部又将孵化出一串‘小总部’，推进总
部经济效应显现，带动经济快速发展。”洛城街
道党工委书记马焕军说。

总部经济在发酵，工业园区也在扩大。凯
马汽车、泰丰电动、力帆摩托等大型企业扎堆
的东城新能源汽车工业园，占地800亩的汽车
工业园区，规划建设600亩的新医药富康工业
园，正在崛起。

“在大力发展产业本身的同时，着重延
伸产业链，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最终使集群
效应发挥出来，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马
焕军说。

屯西村两委委员葛孚村说：“现在人人都
有事干，招聘保安、保洁人员都招不到人。”因
为有更多流动人口前来发展，屯西村新社区多
余的房子几乎都租出去了。

据了解，在规划布局上，寿光坚持走“人才
集聚、产业集聚、资源集聚”的集中型发展道
路，通过市域发展资源的整合，不断优化区域
配置，做大做强中心城区和滨海经济开发区，
大力发展重点镇和社区建设，着力构建“1个中
心城区、2个卫星城镇、28个中心社区、90个新
型农村社区”一体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体系。

在发展目标上，寿光力争到2020年全市城
镇化率达到66%以上，城镇网络化布局和城乡
一体化格局全面形成，基本形成产业化程度
高、创新能力强、城乡共同富裕、生态环境友好
和文化全面繁荣的城镇化地区，成为全省城镇
化建设的典型示范区。

核心
提示

从城区东西两翼发力，寿光城区人口正朝着50万奔去。
东部洛城街道，在大项目、大建设的带动下，新城正在崛起；西部文家街道，大物

流、花卉市场、汽车配件等服务业吸引更多人聚集。5年时间内，要实现城区人口从30多
万到50万的飞跃，需要近20万农民和外来人口涌入寿光主城区。

“配套齐全，功能完善，并配置好相关产业，提供就业，方能吸纳农民进城。”寿光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马康生说，“今年以来，寿光以城乡一体、均衡寿光为目标，
以全域城镇化为主线，科学规划，强化投入，统筹推进，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目前城
镇化率达到55 . 5%。”

从旧村庄到新社区，从各种不便到处处方便———

上楼，张海燕生活发生“质变”
□ 见习记者 石如宽

本报记者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兵

自2009年搬进古城街道怡和苑小区的新
家，张海燕就喜欢上了这里。

与相隔1公里的老家沙埠村对照，怡和苑
就像另外一个世界。

从旧村庄到新小区，不在于概念、位置的
不同，而是生活发生全方位的“质变”。

幼儿园之间差距大

“同样是在幼儿园，和女儿相比，儿子自理
能力强多了。”张海燕发现，幼儿园与幼儿园之
间的差距太大了。

还没拆迁时，张海燕的女儿在村里上幼儿
园。几间平房，一位老师，十几个年龄不一的孩
子，简单的课本，就构成了幼儿园生活的全部。
几乎没有课外知识，“也就是哄哄孩子”。女儿
有次去上厕所，滑了一跤，身上都弄脏了，吓得
她不敢自己去厕所了。

入住社区后，楼下就是幼儿园，张海燕的
儿子就近入园。新建的幼儿园不仅干净卫生，
孩子还可以做手工、玩滑梯、折纸等。老师还会
指导孩子自己吃饭，训练孩子叠被子，张海燕
今年刚8岁的儿子已经养成自己叠被子的习
惯。更省心的是，孩子在幼儿园吃午饭，一天只
需接送一次。对农民而言，不耽误干活挣钱。

这就是寿光古城街道戴家村和沙埠村合
并建成社区后，农民生活的新变化之一。

以前村子分散，没有哪个村有实力建得起
设施齐全的幼儿园。2010年，古城街道投资600

多万元建设了怡和苑社区幼儿园，该园现有12
个教学班，440多名孩子，36名职工。

“一周伙食，每天不重样，每天有校车接
送，每个教室都有空调，暖气。”园长郭玉梅说。

折纸是该园特色教学项目，用废纸折成小

屋、蔬菜、小动物等，培养孩子动手能力的同
时，也将环保意识蕴含其中。该园老师按照春
夏秋冬蔬菜制作的教具，获得潍坊市自制教具
一等奖。去年，该园被评为省级示范幼儿园。

生活和城区人一样

在沙埠村时，张海燕住在胡同里。前几年，
她买了一辆小奥拓。狭窄的胡同，让她进家大
费周折。把对门的两棵树砍了，又扒了自家的
大门，车才开进去。

现在张海燕楼下就有车库，车库和147平
方米的房子，一共花了19 . 8万元。在农村建一
套好一些的房子也得20万，张海燕认为，这个
楼房很实惠。

住楼，还有更多的便利。家里安装了太阳
能和暖气，随时可以洗澡、取暖。以前冬天，洗
个澡得跑到镇上。以前村里定时供水，错过了
就没有了，全自动洗衣机没法用，现在不用担
心停水了。

环境卫生明显改善，现在物业把小区管理
得井井有条，干净清爽。以前老家夏天苍蝇、蚊
子乱飞，垃圾也没人及时处理。以前，孩子满街
跑，身上、头上都沾着草和灰尘，脏兮兮的，现
在这种情况再也见不到了。

以前家里也有空调，但密闭不好，电压也
不足，效果比较差，现在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
题了。还有，不出社区就可以看病，还可以打
牌，去阅览室……张海燕细数着搬进社区后居
住的各种好处。

社区的老太太也说，还是住楼好，村里再
好的屋也不回去住了。现在村里没有搬迁的住
户，普遍有些后悔了。

“这样的生活，和城区人没有两样。我很知
足。”张海燕说。

张海燕喜欢上了跳舞

在村里从来没有跳过舞的张海燕，如今喜
欢上了跳舞。每天晚上，她和众多爱好者一起
在社区广场上翩翩起舞。这是她自己从电脑上
学的。

张海燕发现，住进社区后，人们的健康意
识明显增强。

社区有个公园，早、晚饭后，张海燕的婆婆
和其他老人都去“走圈”，身体越来越硬朗，婆
婆的高血压缓解了。以前天刚蒙蒙亮，村里鸡
鸣猪叫，还有早起种大棚的人发动拖拉机的轰
鸣声，影响了老人休息，血压直往上窜。

人们的公众意识也在逐步树立。刚搬进社
区的时候，有人在楼下用柴禾烧开水，后来发
现对空气不好，而且用电烧水也花不了几个
钱，大家逐渐放弃这个坏习惯。

住上楼后，张海燕意识到，以前为啥辈
辈穷？穷就穷在“盖屋垒墙”上。农村的平
房，往往过几年就翻盖，钱都用在盖房子
上。楼房基本上一步到位，村民就能攒住
钱，可以想点别的事儿了，或花在休闲、旅
游和娱乐上。

“农村社区化，效果之一就是提升了居民
素质。”古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丁培亮说。

据了解，古城街道整体规划的14个农村社
区已铺开12个，入住5720户。到年底，入住居民
将达到8420户，占全街道农村总户数的一半以
上。而在整个寿光，目前全市共启动农村社区
146个，已安置农户超过10万。

侯镇和羊口镇迈向城市化———

寿光崛起两座卫星城
□ 见习记者 石如宽 郭继伟

本报记者 戴玉亮

位于寿光北部的侯镇和羊口镇，一个是历史文
化名镇，一个是新兴工业重镇，近年来不约而同地走
向城市化，成为寿光主城区的卫星城。

“在不久的将来，侯镇和羊口将成为10万人口的
小城市。”寿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马康生
说。

产业支撑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侯镇、羊口按照
“产城融合”的模式，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
社会服务配套，积极创造就业岗位，引导、吸纳农村
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

侯镇的侯镇项目区和鲁丽工业园，已初步形成
盐及盐化工、石油化工、医药化工、先进制造、板材加
工、现代物流等几大产业集群。据侯镇党委副书记唐
勇介绍，侯镇镇区现有4万人口，建成区面积6平方公
里。5年之内镇区人口将逐步达到10万，这部分人口
的就业将通过本地产业的发展而得到消化。

羊口新区发展迅猛，已有先进制造业、高新技
术、生态旅游等产业区，石油装备、海洋化工、汽车配
件、临港物流、特种管材和新材料加工六大产业集群
强势崛起。羊口的72家大中型企业，吸纳近2万人就
业。“羊口的转变，得益于对产城融合的城镇化新路
径的探索。”羊口镇党委书记吴广兴说。

如今的羊口、侯镇，看上去颇有小城市的模样。
无论是延绵不断的工厂，四通八达的马路，还是整齐
有序的高层住宅，人流如织的大型超市，无不具备城
市应有的元素。

“在镇上买了房子，周边设施啥都有，跟城市没
区别。离老家又近，回家照顾父母也方便。”在侯镇工
业园上班的郭海涛说。

近年来，侯镇构建了五纵六横的镇区道路框架，
完善了文化区、商业区、教育区、休闲区、工业区；开
通101、102、301、侯1路镇村公交，率先实现了城乡公
交一体化。以镇区村改造为突破口，抓好老干河水岸
家园二期、岔河路口百信商务大厦等五大片区建设，
计划完成楼房改造2000户，新建高层20栋，新增楼宇
100万平方米。

今年，羊口镇全面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
套设施建设，投资3亿元，开工南环路、太平路东伸等
10条道路，对羊田路北段等12条道路进行高标准绿
化。建设了滨海植物园、临港湿地水库公园、羊口中
心社区及服务中心、镇区自来水厂。开工了小清河河
口海岸带综合整治修复工程，建设了两处综合污水
处理厂和生态林场等。

满足人们的各方面需求，是城镇化发展的根本。
今年，羊口开工保障房项目，为周边园区企业职工提
供住房保障，一期计划建设33栋1480套住房。建设了
医疗保健中心、客运中心、新区学校、养老中心，加快
全福元商城、海翔商业综合体等商贸服务配套建设，
民生条件显著改善。

2012年，侯镇投资6000万元推进文化中心建设，
建成后将成为集3D数字影院、侯镇名人馆、文化展
览馆、健身俱乐部、青少年宫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省
镇级最高标准的文化中心。在新农村建设中，该镇建
立了地沟、岔河、西毕、河沟等8个社区文化中心和20
多处村级公共游园。各村普遍建立了农家书屋和文
化活动中心，企业建立了职工书屋、职工俱乐部等，
让群众学习有场所、娱乐有去处。

侯镇一中教师马彩霞说：“孩子喜欢看电影，每
次下班开车带他去寿光市里，吃点东西就晚上7点
了，看完电影回家就10点多了，有时候孩子还没到家
就睡了。镇上有了电影院后，就方便了。”

凭借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侯镇先后获得
省级中心镇、中国产业集群经济示范镇等荣誉称号。
羊口镇也集众多荣誉于一身：全国重点镇、全国环境
优美乡镇、全省首批经济发达镇改革试点镇等。

正在建设中的寿光东部新城。

怡和苑社区幼儿园园长展示老师设计的
环保教具。

干事不添事 为民不扰民

寿光从群众实际需求出发，走出了一条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以群众参与为主体、以群众满意
为标准、以群众幸福为目标的特色创建之路……

用文化扮靓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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