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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石如宽
本报记者 戴玉亮

洛城街道褚庄村60岁的党员王大成曾担任
过村民小组长，“离任”后经常给村干部挑刺
儿。村庄改造开始后，王大成被推选为议事代
表。有了新平台，王大成思想转变，身份意识
明显增强，从“老反对派”变成了“积极分
子”，被群众称为事事带头的“模范代表”。

王大成的转变，是寿光党员在拆迁中发挥
作用的一个缩影。

一名党员，一个标杆

“入户宣传，与群众沟通，村干部主动跑
在前头。虽然熟悉情况，容易说上话，但他们
承受的压力，比我们这些街道来的干部更
大。”洛城街道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李秀
欣说。

有一户村民抵触拆迁，一位村干部被这家
的子女架出去好几次。这名村干部笑笑，再进
去。“现在这户村民碰见我们，隔着很远就打
招呼，不笑不说话。真正明白了政策，理解了
我们的做法，隔阂自然就消除了。”李秀欣
说。

洛城街道办副主任、屯西村党支部书记葛
茂学介绍，屯西村有3000多人，其中党员90
名。一个党员包2户，加上自己家，就是270
户，接近1000人。党员团结了，事就好办了。

邵家村党支部书记邵明贵的感受是，顺利
拆迁就得靠党员多跑腿，多磨嘴。

圣城街道高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本军说：
“村干部商量改造方案、征求村民意见、入户
走访做工作，每项都不是省心的事，熬到晚上
12点是家常便饭。”

去年拆迁中，文家街道文家村两委成员每

人带领一个小组，用7天时间，对152个拆迁户
逐一入户走访。他们把村民提的意见、诉求全
都记下来，再集体研究、修改方案，最终得到
村民广泛认可。2天签完拆迁协议，一周全部
完成拆迁工作。

洛城街道25个村共推选建房村民代表520
名，其中，党员125名。成立工程质量监督小
组的23个村、303名成员中，党员109名。拆迁
中，屯西、屯东、董前、丁楼等村，1名党员
联系2至5户群众，带头签订协议、带头监督质
量、带头做群众工作，起到了“一名党员一面
旗、一名党员一个标杆”的作用。

董前村村民董树真说：“干部把老百姓的
问题都想到了，咱当然愿意拆了。”

截至目前，洛城街道涉及到的6229户村民
中仅4户未拆迁，未发生集体上访、越级上访
等问题。

集体有了钱，公益更方便

城郊村改造，对村民来说，就是等待时
日，搬入新居。而对葛茂学来说，则是无数的
问题。未来3000多口人住进新居后的集体开
支，需要立即解决的、需要未来预估的……所
有问题都得从他心里“走”一遍。也有些问
题，甚至立说立行，马上解决。如临时安置区

的住户反映，水质不好，葛茂学当晚召集全体
党员和村民代表开会，当晚拍板，投资20万
元，上一套高端净化水设备。

“由农村到社区，是个巨大的转变。下一
步，我们主要考虑怎么为村民服好务。”已经
在中南世纪星城社区办公的邵家村党支部书记
邵明贵说。

张本军认为，旧村改造能否成功，根本上
得看群众生活有没有提高。高家社区留下1万
平方米沿街商业楼作为集体资产，统一管理和
对外招租，年增收300万以上。明年底新房建
成交付后，居民取暖费、物业费、养老保险等
全部由村集体承担，人均福利达到7000元以
上。

文家街道文家村先后投资1200万元，建成
了社区服务中心、幼儿园、卫生室、超市等，
配套了图书馆、健身房、棋牌室等文化娱乐场
所，并为村民入了新农保、新农合。

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服务能力随之提高。
在已获取城郊村改造收益的屯东、屯西、六股
路、邵家、西范等村，集体收入均有大幅度增
长。西范村仅147户486口人，土地586亩，曾是
典型的集体经济“空壳村”，改造后，村集体
年利息收入可达178万元。屯西村拆迁安置
后，6 . 5万平方米的沿街商业房、3 . 5万平方米
的写字楼归集体所有，收益全部用于村里的公
共事业。

合村并点，大党委有大作为

邵家庄与桥南里、西范村合并为中南社
区。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沿街房如何平均分配
到3个村，让大家都满意？一个村一个村地单
独进行物业管理，成本较高，怎么办等？

“有必要统一管理，将三个村合成一个党
委。”寿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炳泉说。

“合村并点比一个村好。一个大党委，各
村均等，解决了村与村之间的攀比。”邵明贵
说。

合并后，党组织如何运行？古城街道党工
委已经有了初步探索。

2009年，沙埠屯、戴家两村整体合并建成
怡和苑社区，同时设立了怡和苑社区党总支，
下设两个党支部，由街道机关干部担任党总支
书记，两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担任总支副书记。
平时学习、日常活动由两村各自召集，重要决
策、重大决定必须经党总支会议研究决定。义
和、古一、古二、莱坞、前王、后王等仅有部
分居民入住社区的村，党员一部分居住在原
村，一部分居住在社区，较为分散，难以管
理。街道党工委将居住在社区的党员以村为单
位，分别设立党小组，在原村党支部的领导下
组织社区党员开展活动。

寿光基层党组织推动旧村改造顺利进行———

拆迁改造难，党员冲在前

□见习记者 石如宽 记者 戴玉亮
通讯员 孙浩 报道

本报寿光讯 8月的一天，寿光侯镇黄疃
村一对夫妇骑电动三轮车外出时遭遇车祸，
丈夫当场殒命，妻子受重伤，被送进重症监
护室抢救。寿光市慈善总会得知此事后，立
即拿出5000元，送至医院。“虽然钱不多，
但可以临时救救急。”寿光市民政局党委委
员、慈善总会副会长马清波说，这体现了
“12123慈善救助日”项目应急的特点和作
用。

围绕解决弱势困难群体最直接、最现实
的问题，寿光市慈善总会不断规范救助程
序，拓宽救助范围，创新慈善精品救助项
目，开展慈善专项救助活动，把有限的资金
用到生活特别困难、急需救助的群众手中。

除了“12123慈善救助日”救助项目，寿
光慈善总会的救助工程从2007年的两项增加
到现在的“康复助医”、“朝阳助学”、
“夕阳扶老”、“爱心助残”、“真情助
孤”和“特别生活救助”六大救助工程及
“见义勇为者医疗救助”项目。

10年前，父母意外去世，当时11岁的赵
雪瑞与不到2周岁的弟弟和爷爷奶奶相依为
命。一年后，爷爷跟着建筑队打工时，突发
疾病身亡。接连遭遇重大家庭变故，赵雪瑞
成绩急剧下滑，甚至不想上学了。寿光市慈
善总会得知她的情况后，立即到她家里走
访，了解她的生活，及时给予帮助。去年，
赵雪瑞考上济南的一所大学，慈善总会为她
送去了5000元的朝阳助学资金。这笔助学金
来自新龙集团设立的1000万元孤儿救助基

金。“动息不动本，每年可以有20多万元的
利息帮助孤儿上学。”寿光市慈善总会办公
室副主任李洪云说。

如今，寿光市已设立19处慈善专项冠名
基金，基金总额累计达2 . 81亿元，年募集基
金增值善款1400余万元。截至目前，寿光共
募集款物累计1 . 26亿元，创始基金从慈善总
会2007年成立时的500万元增至1500万元。

今年，仅“慈心一日捐”，寿光市慈善
总会就募集资金995万余元，其中企业捐款703
万元，占全市捐款总额的70%。晨鸣集团连续
三年每次捐款100万元，联盟集团连续三年每
次捐款90万元。

据统计，在每年组织实施的“慈善菜乡”救
助行动中，寿光市慈善总会已累计发放款物
3834万元，救助各类困难群众15300余人。

设19处冠名基金，募集款物1 . 26亿元，寿光市慈善总会———

把钱送到最急需群众手中

□石如宽 王兵 刘怀玲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启动乡镇国库集中支付改

革，选择圣城、文家、古城、洛城4个街办和羊口
镇进行试点，建立规范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具体措施是：各街办、乡镇对其财政、财务活
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负责。全面清理试点
街办、乡镇原有银行账户，建立镇级财政性资金账
户管理体系，并为其所属预算单位开设了零余额账
户。财政性资金全部通过财政零余额和预算单位零
余额账户进行支付，细化财政所内部岗位职责分
工，遵循不相容岗位分离和印鉴分管原则，设置预
算、审核、支付、会计四个岗位，建立AB角制
度，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运行。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后，镇级所有财政性资
金在规范、统一的账户体系内运行，财政支出直达
供应商或收款单位，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率，增强
财政支出透明度，杜绝资金截留、挪用现象，提升
乡镇财政财务管理水平。

乡镇国库集中支付

改革试点启动

□石如宽 刘瑞全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省文化厅公布了全省县域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考核结果，寿光公共文化覆盖率
位列第一。

近年来，寿光把推进“文化寿光”建设作为城
乡一体均衡发展的重要支撑点，3年来投入资金48
亿元，加速完善市、镇、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体系。目前，该市已经形成了覆盖城乡105万居民
的三个“10分钟文化圈”。自2010年开始，该市连
续3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率稳居全省首位。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率

寿光连续3年省内居首

▲屯东新社区大门口，一位老人正骑电瓶
车经过。

□石如宽 程艳琳 报道
寿光对全市112户失独家庭进行了调查摸底，

组建了以镇街和市直妇联干部为主的150人关爱失
独家庭志愿者队伍，对失独家庭进行结对帮扶。图
为志愿者走进失独家庭，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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