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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韩明云

“住得好，生活好，安全稳定，邻村的
百姓都羡慕俺。”寿光市洛城街道董前村村
民、50岁的李玉星说，“近几年，村里发展
得比较快，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踏实。”

李玉星做婚庆生意，有时联系客户回来
得晚，村里明亮的路灯和无缝隙覆盖的摄像
头，让他一点也不害怕，“以前没有路灯，
一进村黑乎乎的，确实有点害怕。”

而平房变楼房，村里的布局更为整洁疏
朗，也让李玉星觉得敞亮多了。

尧河路穿过董前村，路西是2006年建成
的31栋别墅，路东是2012年建成的3栋公寓
楼，容纳90户人家。别墅区的后面，是正在
建设的3栋安置楼。

“安置楼都是带电梯的，建好后我就搬
进去住，不用再爬楼梯了。”62岁的董树真
说，“现在住在公寓楼，也比以前的平房舒
适多了。”住平房时，冬天他用大炉子取
暖，室内温度也就15度，而在公寓楼里，集
中供暖室温能超过20度。

2013年初，村里签订拆迁协议时，全村
176户人家自觉排队，半天时间不到，全部
签订完毕。董树真说：“一开始，村民也有
很多想法，认为四合院好，清净、独立。现
在大家的想法完全转变过来了，还是住楼
好。”

董树真告诉记者，老房子已经住30年
了，长宽高都在心里装着。评估时，评估人
员丈量得丝毫不差。有的村民不放心，请评
估人员再量一遍，还是那个平方米数，就没
有异议了。

“我家的一个小狗窝还给评估了80元
钱，没想到这个也给算进来了。说实话，我
都没打谱要。”李玉星说，评估人员认真仔
细，院墙里的设施一个也没落下，一棵小

树，一个鸡窝都给评估在内。
“村里定的政策，都是立说立行，不糊

弄老百姓，这才得到大家的长久信任。”董
前村党支部书记董立军说。

该村积极推行阳光村务与民主管理制
度，无论大小事，都严格按照程序办事。每
月15日是“民主公开日”，村里组织召开全
体党员、村民代表、民主理财小组成员会
议，对本月村务、财务、党务有关内容进行
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对工作中的问题，逐

户发放调查问卷，征求群众意见，制定整改
措施，落实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实行一事一
议、一事一办、一事一结，有效化解了村务
管理中的难点问题。

上楼后，村民有的去东城工业园打工，
有的利用紧邻潍高路的优势，“玩大车”搞
运输，日子蒸蒸日上。村里的孩子上学也方
便了，到幼儿园也就半公里，村北面的东城
小学即将投入使用。

同时，董前村投资6万元，安装纯净水

设备，让村民免费喝上放心水。村集体出资
连续四年为全体村民办理了新型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村里还建立了电子
书屋、老年活动中心，购置图书3600多册。
每年村里还为村民每人发放3300元现金及福
利。

“过年过节这些福利待遇完全够用了，
不用跟孩子要东西了。”董树真说。

2013年，董前村被寿光市政法委评为首
批平安建设先进村。

董前村百姓的踏实生活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程艳琳

“我的新年愿望是一个遥控赛车。快过年的时
候，‘妈妈’带我去市里逛了一圈，给我买了赛
车、新衣服和好吃的。”2月2日，记者赶到寿光古
城街道垒村幼儿园时，小宇正把手里的赛车遥控器
交到其他孩子手里，让大家分享他的快乐。

小宇口中的“妈妈”，是垒村幼儿园的园长郑
素荣。通过新年帮扶活动，郑素荣成为小宇的“代
理妈妈”。

1月1日，寿光市妇联组织开展“宝贝，我带你
回家过年”活动。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征集年龄在
6—14周岁的孤儿、家庭成员不完整的贫困家庭孩
子，以及有代养意愿的爱心家庭。活动要求代养人
有居住条件，并自愿承担与孩子在一起的全部费
用。通过满足孩子的1个新年愿望、至少代养孩子
1—3天，让孩子体会家庭温暖。

活动中，共有28对爱心家庭与孩子成功结对，
其中垒村幼儿园结对成功14对。

小宇今年7岁，家住营里镇西浊北村。5岁时母
亲去世，父亲入狱，小宇变得自闭。在前往小宇家
的途中，郑素荣担心小宇怕生。

然而小宇的表现出乎她的意料。郑素荣夸他长
得好看，不调皮，是个乖孩子。交流中，小宇慢慢
和郑素荣熟悉起来，还跟着她去市中心逛街。“从
刚见面时的沉默不语，到现在说到新年愿望和打算
时的侃侃而谈，鼓励和赞美激发了孩子外向的一
面。孩子内心其实非常阳光，并且渴望被肯定。”
郑素荣说。

除郑素荣外，垒村幼儿园其他13位老师也与自
己帮扶的孩子一起过了年，满足了孩子们的新年愿
望。春节后，老师和孩子们聚到一起，在垒村幼儿
园玩了一整天。

“没有一个孩子天性冷漠，只是因为缺少爱与
温暖。我帮扶的宝贝，是古城街道贾庄的梦凡。和
她熟悉的前几天，她一直称呼我‘阿姨’。大年初
一早上，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却是：妈妈，新年
好。当时我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垒村幼儿园
副园长郭金花说，“爱是相互的，舍得给，才有
得。”

“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爷爷身体好，爸爸早日
康复。”家住纪台镇冉家村的涵涵说，“新的一年
我会努力学习，不辜负叔叔阿姨的关心和帮助。”

涵涵是潍坊海恒威渔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万
莉的帮扶对象。通过寿光妇联，万莉了解到，涵涵
的母亲4年前病故，父亲常年身体孱弱，爷爷已经
81岁，并患有高血压，一家人靠涵涵父亲打零工勉
强维持生计。

1月29日，万莉来到涵涵家，给涵涵买了新学
期的学习用品和一些零食，并把一桶食用油和2000
元钱送到涵涵爷爷手中。

“孩子不容易，在家要照顾爸爸和爷爷，学习
成绩还这么优秀。”万莉说，“我能做的不多，但
只要能帮上一把，让孩子少受些罪，我就很高
兴。”

34岁的解翠霞，是山东澳得利化工有限公司的
一名普通职工，她的帮扶对象是营里镇西浊北村的
小会。“小会今年12岁，自幼失去父母，一直在大
伯家生活。”解翠霞说，“我想让孩子体会有父母
疼爱的生活。”

1月25日，解翠霞把小会接到家，给小会从里
到外换了一身新衣服，洗了澡，理了发。

“我喜欢孩子，不愿看到孩子受苦。”解翠霞
说，“一个人力量小，但社会的力量大。只要我们
每个人奉献出爱心，就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解翠霞说，睡觉的时候小会一直往自己怀里
钻，紧紧抱着不撒手。

早上醒来，小会说：“有妈妈，真好。”解翠
霞说：“宝贝，以后我就是你妈妈，我们是一家
人。”

寿光市妇联开展新年帮扶活动

“宝贝，我们

是一家人”

□ 本报记者 吴庆辉

寿光市纪台镇吕二村村民吕凡国家里种
了10亩大棚。“都是茄子，农忙的时候就把
拍电视剧的事情放一放，不忙的时候再
拍。”吕凡国说。

2008年以来，吕凡国利用农闲时间，自
己写剧本、自己当导演，先后拍摄完成了
《寒冬里的春天》、《希望的季节》等数部
电视剧和微电影作品，部分作品已在寿光电
视台、潍坊电视台播出。

“前几年看见他忙着拍电视剧，心里就
窝火。”吕凡国的爱人周桂臻说，“家里已
经够忙的了，咱一没设备、二没技术、三没
钱。一个农民拍电视剧，能拍出什么？”

“记得2005年，潍坊电视台播出了一个
妹妹为姐姐捐肾的故事，太感人了。我当时
的第一想法就是再现这个故事，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这种正能量。”2006年，吕凡国动手
根据该故事撰写剧本，定名为《寒冬里的春
天》。

剧本写好了，却找不到演员，拍电视剧
的梦想眼看要泡汤。“最后实在没办法，只
能花钱在电视台做招聘广告。”吕凡国说。
报名的、总共有近300人。不过，听闻没有报
酬，很多报名者退却了。获悉不能保证一定
播出，又有一大批人退出。经过将近半年的

努力，2007年春天，演员确定了下来，电视
剧开拍。

让吕凡国意想不到的是，开拍第5天，女
主角突然辞演。“她说有场戏她家人不同意
她演，说什么都不演了。在留吕拍戏的时
候，演妹妹的演员也说要退出，主演一下子
少了俩。没办法，只好在当地临时找了个
人。有人退出，同时也有人在坚持，为了坚
持的人，我也要把戏拍下去。”吕凡国说。

有了演员，场地问题怎么办？吕凡国开
始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后来，一个好朋友
帮他联系到西斟灌村的村支书，腾出了村委
的几间房子作为拍摄场地和演员的临时住
所，村里还免费给演员提供三餐。

克服重重困难，耗时40天，5集电视连续
剧《寒冬里的春天》终于杀青。

电视剧是拍完了，后期制作的问题同样
棘手，吕凡国犯愁了。这时，稻田镇实验小
学校长董智勇主动联系吕凡国，愿意义务帮
其剪辑。“一个农民拍电视剧，太不容易
了。吕凡国的作品全部来源于生活，他记录
生活、传递温暖的初衷感动了我，我尽自己
的最大努力帮助他。”董智勇说。

2008年8月，《寒冬里的春天》在寿光电
视台播出。“有几个熟人和好多年没联系的
同学打电话给我，对我拍电视剧的事情表示
惊奇，也很赞赏。”吕凡国说，“大家能喜

欢，我心里很满足。”
得到肯定的吕凡国利用空闲时间开始了

新剧的创作。第二部电视剧《希望的季节》
取材于自己身边菜农的事情。该剧共6集，拍
摄完成后，于2009年春天，在寿光电视台和
潍坊电视台同时播出。

此后，吕凡国先后拍摄完成了《永远的
绿色》、《冬去春来》、《诺言》、《菜乡
人》、以及微电影《生日礼物》等。

2008年，《寒冬里的春天》获得寿光
“农圣文化节”二等奖。2009年，《希望的
季节》被评为“第一届新农村电视艺术节农
村题材中短篇电视剧优秀作品三等奖”。
2012年，《诺言》获寿光“农圣文化节”三
等奖，《生日礼物》获寿光市微电影大赛三
等奖。

“拍电视剧，我不图啥，就是爱好。看
到自己拍的作品被电视台播出来，大家喜
欢，我的努力就没白费。”吕凡国说，“希
望能多拍几部好作品给大家。”

吕凡国：菜农导演的“电视梦”

□ 本报记者 单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朋

“上楼后，环境好了，村里的福利又
好，日子过得舒坦。我每天就来活动室打
打牌，听听戏。”2月20日，记者来到寿光
市文家街道后游村，78岁的村民张文波
说，“去年7月，村里新盖了卫生室，身体
有个小毛病啥的，不用往大医院跑了。等
以后老年公寓盖好了，老伙计们串门就更
方便了。”

后游村位于寿光的城区西郊，北邻全
国最大的农产品物流园，东邻寿光新汽车
站。该村现有人口678人，2013年，村集体
收入25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15000余
元。

后游村原址位于物流园内。2008年7
月，为建设物流园，该村原村整体拆迁，
于2009年在文圣街以南新建后游社区，包
括村民安置楼9栋、保障楼3栋。每户村民
分配到两套楼房、合计245平方米。

“村民居住有了保障，收入也得有保
障。村里为每户村民建设了1套保障房，村
民可用来出租，保证收入。”后游村党支
部书记张国民说，“今年，村里计划建设
可容纳66户的老年公寓，让65岁以上的老
人安享晚年。”

2013年，后游村人均生活补助2800
元，春节和中秋节福利每人1000元。供暖
费、新农合、新农保、物业费等全部由村
集体承担，每人每年约补助1500元。另
外，60岁以上老人中秋节、春节每人额外
补贴300元。

“我主动要求当社区活动室管理员，
每天负责开关门、烧开水、打扫卫生。”
村民张国兴说，“村里福利好，我身体也
结实，不用儿女多操心。我来给老伙计们
服务，就当娱乐。活动室建好后，每天来
打牌、看书、看电视的老人有四五十个，
从没空着过。”

按照创建规划，后游村先后投资15万
元，安装路灯45盏；投资22万元，栽植法

桐等绿化树木6000多棵；投资10万元，修
建围墙1000米；投资23万元，建设公共娱
乐设施；投资30万元，建设高标准村卫生
室；投资15万元，安装社区监控设施。

“社区成立了5人联防巡逻队伍，每天
轮流值班巡逻，连同监控，实现了全天无
缝隙管理。”后游村村主任游永波说，几
年来，村容村貌大幅改观，生态文明村建
设成为得民心、顺民意的工程。

2012年，后游村成立了云岭蔬菜购销
有限公司，将该村的蔬菜购销户和运输户
联合起来，以合作社连通农户的形式服务
村民。截至目前，合作社已吸收入社社员
120户，实现社员户均增收5000元。

“依托物流园优势，2012年，村里筹
资2000万元，在物流园以南新建沿街商品
楼3栋，共11000平方米。对外出租，每年
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173万元。”张国民
说，“下一步，剩余土地继续进行开发。
让村民致富，集体增收。”

后游：一个城郊村的变迁

□记者 单辰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省经信委公布了第五批省

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入围名单，全省共23家企业获
选，寿光市环球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成为
本批次潍坊市唯一、寿光市首家通过认定的软件企
业。

软件工程技术中心建设是我省于2007年启动的
以“提高软件企业创新能力、加快全省软件产业发
展”为目的的重要举措，主要针对基础软件、应用
软件、嵌入式软件、游戏软件、数字动漫、软件服
务、软件外包等领域，着力引导、扶持和培植一批
创新能力强、品牌形象优、规模和效益突出的龙头
软件企业。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根据客户需求和贷款业务发展需要，正式开展公
积金贷款共同还款人变更业务，即借款人由单身变
为已婚的，经借款人及配偶申请和填报资料，可将
其配偶作为公积金贷款共同还款人。

不少单身青年因结婚或工作需要而购置房产，
并优先选择公积金贷款购房，有效减轻了他们的购
房压力和资金负担。同时，根据公积金贷款政策规
定，将自己一位亲属或朋友作为担保人共同承担还
款责任。有些借款人在偿还贷款过程中从单身变为
已婚，出于为配偶提取公积金及担保人主动要求更
换等因素考虑，需要更换共同还款人。

开展贷款共同还款人变更业务是寿光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开展“上门服务”和“预约服务”之
后推出的又一项便民、利民新举措。

省级软件工程

技术中心寿光破零

公积金贷款

可共同还款

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巡巡礼礼
编者按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
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
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

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
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
成果。

寿光在城乡均衡一体化发展中，

涌现出诸多美丽乡村，有的以生态取
胜，有的以平安见长，有的是文化活
跃。多元化发展，让美丽乡村的内涵
更为丰厚饱满。

□记者 吴庆辉 报道
本报寿光讯 2月17日，在寿光市长途汽

车站售票大厅前，提着行李刚赶到汽车站的孙
家集街道村民张建国，正在使用寿光农村商业
银行自助银亭办理取钱业务。“一到车站就发
现售票大厅前面多了两台自助银亭，不用转车
再去银行排队，取钱方便多了。”张建国说。

据了解，为方便市民办理存取款业务，寿
光农商行计划近期在人流密集的地区设立开通
21台自助银亭。目前，已落地安装9台，开通2
台，其它银亭将陆续落地开通，届时将与市区
21处营业网点和23处离行自助设备连片成网，
填补城区网点服务空白。

“自助银亭不依托建筑物，不挂靠网点，
成本低，易实现，宣传效果好，是我们‘打造
20分钟金融服务圈’的重要举措之一。”寿光
农商行监事长郎咸鹏告诉记者。

据介绍，该批自助银亭主要由自助设备、
电子保安系统组成，全天24小时提供自助银行
服务。“自助银亭内设ATM机除提供存取款
的基本功能外，还能办理本行及跨行转账、修
改密码、交易明细查询、电话费充值、购买飞
机票和彩票等多项业务。”寿光农商行科技部
工作人员刘焜明介绍说。

“银亭对内部的温度、湿度进行智能调
节，保证了交易的舒适性，还设有银行热线电
话提供客户咨询。”寿光农商行科技部总经理
张振业说。

9台自助银亭

落地寿光

2014年第十五届菜博会将于4月20日开幕，日前，笔者来到菜博会“吸睛点”之一的8号展厅，温暖如春的环境下，各个蔬菜景观及
小品景点在工作人员的巧梳打扮中，等着游人掀开“盖头”。

菜博会设计人员告诉笔者，今年是农历马年，展会设计的大明湖牌坊、蓬莱阁、五岳独尊、孔子雕像、象鼻山、黄果树树瀑布、云冈
石窟、嘉峪关、长白山瀑布等30余个国内知名人文及自然景点，均从不同角度突出了龙马精神等主题。

□王兵 李可一 报道第十五届菜博会紧张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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