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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单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孟令华

“原先在光明路那边做露天烧烤，生意虽
然红火，但污染较重，也存在扰民问题。去年
接到通知，市内烧烤全部要求‘进店’。得知
正阳路这边要建一个烧烤城，就把店搬到这里
了。”4月8日，寿光张飞烤鱼美食城经理康文
洋说。

搬迁后的张飞烤鱼，规模是原来的3倍。
“以前只有70多桌，现在可以坐200来桌。”
康文洋说，“搬进室内后，生意一年四季都可
以做。以后烧烤城形成规模，客流量上去了，
生意会更好。”去年10月，康文洋的烧烤店装
修时，按照统一要求，厨房内安装了油烟净化
器和油水分离设备，避免了2次污染。

“为了解决大气、噪音污染和经营占道问
题，彻底取缔露天烧烤，寿光规划建设了正阳
路烧烤城。”寿光市城管执法局东南区中队长
杨树军说，“占地35亩的烧烤城，52户现已全
部招商完毕，已投入运营。”

位于广场街的海玉原生态碳烤也是露天烧
烤转型进店的例子之一。经理门保说：“在南
魏做了十几年的露天烧烤，不仅老主顾受够了
脏乱差的环境，我也干够了，早有想法做一个
高档烧烤店。”

幸福路大国烧烤负责人姜世国说，以前露
天烧烤经营到很晚，周围居民总来我这里抱
怨。“现在室内经营，噪音低、油烟少，生意
更好做了。”

新兴街夜市在寿光人民广场建成之后自然
形成。近年来，在夜市人气和商机不断积聚的
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噪音高、污染重、交通拥
堵等问题。

“新兴街夜市一度油烟弥漫，从西头看不
到东头。各种摊位互相攀比占道，严重阻碍交
通，还有KTV等高分贝噪音污染。”寿光城
管执法局中队长马文金说，“附近居民下班
后，经常半个小时都不能把车开进小区。”

夜市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不能取缔，
但也不能让其肆意发展。

“去年，潍坊开展‘三八六’环保行动，

要求彻底改善市容市貌，严格控污，改善空气
质量。”马文金说，寿光城管局和新兴街138
个夜市摊主签订协议，要求配合整改。

协议要求：路南有门面摊位全部于路沿石
以上经营，路北摊位全部于3米划线区域内经
营，不得越线；按点出摊，第一和第四季度17
点、第二季度18点、第三季度18：30，禁止提
前经营；减少噪音，不许摆放高音喇叭，周末
喇叭音量不得超过85分贝。

“执法人员每天下午5点至晚上12点，对
夜市经营进行统筹协调和巡查监控。”马文金
说，“对违反协议的经营业主实行录像取证，
3次之后，取消其经营权，摊位重新分配。”

“大棚”麻辣烫也是个城市管理的难题。
据寿光城管局副大队长李刚介绍，截至去

年年底，寿光主城区共有“大棚”麻辣烫摊点
57家，早餐、小吃流动摊点186个。今年3月
初，寿光城管局对57家“大棚”麻辣烫摊点进
行了集中取缔。

“竹签随地扔，地上总是油乎乎一片。最
让人难受的是，一个‘大棚’麻辣烫摊点就占

了近一半的路宽，严重干扰了交通秩序。”新
兴街附近中央华府小区居民刘志阳说，“取缔
后，新兴街终于不再是‘单行道’了，解决了
回家堵车的大难题。”

截至目前，57家“大棚”麻辣烫有47家不
再经营，剩余10家全部在新兴街路南租赁门
面，进店经营。

除固定摊点外，寿光城区也活跃着不少流
动摊点。李刚称，摊贩和执法人员经常是“你
来我走，你走我来”。部分摊贩经营过后，将
菜叶、废弃油渣等向绿化带内倾倒，严重影响
了环境卫生。

“新兴街和古槐路交叉口处，多的时候有
七八家流动路边摊，执法人员一天要巡查五六
次。”李刚说。

“针对流动摊点多、散的特点，寿光城管
局按照突出重点、先易后难的原则，对渤海
路、圣城街、新兴街、晨鸣路等主要街道和各
大小区出入口、18所学校周边以及4大农贸市
场附近等路段流动摊点进行了集中整治。”李
刚说。

寿光标本兼治还市民整洁有序市容———

露天烧烤进店 夜市清堵降噪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3月28日一大早，寿光市上口镇程北上口
村的程学理就给寿光市职教中心植保研究所专
家陈新业打电话：“西红柿得了病，赶紧来给
看看吧。”

陈新业赶到程学理的大棚一看，西红柿得
了灰斑病，“用喹啉酮和链霉素搭配很快就能
治好，不用担心。”陈新业还发现西红柿缺少
镁元素，有点营养不良，“再打点硫化镁就可
以了。”

自从在寿光社区学院上口分院方吕社区教
学站听了陈新业的病虫害防治课，程学理遇到
难题，自己解决不了的就找专家。

不仅农业技术培训，寿光社区教育还有老
年教育、学前教育、法制教育等。依托寿光职
教中心成立的寿光社区学院，在15个镇（街、
区）成立了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和社区教育分
院，在行政村、社区服务中心设立教学站，构
筑从幼儿到老人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广
覆盖、多层次、开放式的社区教育网络。

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羊口镇杨庄村43岁的杨德光，现有10个养
鸭场。“以前我就会种棉花，觉得自己没技
术，也不敢搞养殖。”杨德光说，“社区教育
让我有了信心。”

随着土地流转，羊口镇一部分农民进工厂
当工人，一部分人搞起了养殖业。寿光社区学
院羊口分院发现，好多农民希望发展家禽养殖
业，而杨庄村的杨发启是附近有名的养鸭专业
户。羊口分院把他的养鸭场作为培训基地，组
织农民来参观培训，还通过镇农委聘请专业人
员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让一批农民走上致富
路。

曾在社会上混日子的李小明，在寿光市职
教中心得到船员培训后，如今已成为大副。

圣城街道的陈欣慰高中毕业后，接受了社
区教育市场营销班40天的培训，顺利在一家食
品公司找到工作。

“只要我们学校有的教育资源，全部与社
区教育共享。”寿光职教中心副校长王旭光
说，该中心有大棚蔬菜、水产养殖、海水种
植、农副产品加工、农业机械化等专业，建成
了农药残留检测实训室、组织培养实训室等8
个实训室，还与农业龙头企业进行深度合作，
设立了培训示范点。

王旭光认为，“农民距离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现代职业农民还差很远。只有持
续的培训，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目前，寿光有2 . 4万名农民取得“农民技
术员”资格，180名农民成为“农民科技专
家”，5000多名农村实用人才常年受聘到外地
传授蔬菜技术。农村实用人才牵头成立农民专
业合作社897个，辐射带动全市60%的村10万多

户农民。

居民觉得好才是真的好

羊口镇杨庄村的李玉霞，产后一直情绪不
太好。这位年轻的妈妈长时间不出门，整天围
着自己的孩子转。“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带孩
子，也担心自己以后能不能把他教育好。”李
玉霞说，一次去查体，寿光社区学院羊口分院
老师上的一堂课，给她很大启发。

“老师讲的抑郁情绪的形成与排解、如何
让宝宝初步认识世界等，与我的情形很相符，
一下子让我豁然开朗，原来有那么多的解决办
法。”李玉霞已经喜欢上了这样的培训。

李玉霞仅仅是寿光社区教育的受益者之
一。寿光对各类人群开展教育培训现状和社区
教育资源状况进行调研，了解居民学习需求，
充分挖掘可利用的社区教育资源，并据此制定
了社区教育培训菜单。羊口分院立足镇情和社
区教育发展实际，先后开展孕期指导交流、法
律解疑答惑、早期教育、老人健身培训等，逐
渐形成了一系列的特色教育课程体系。

“好事办好不容易，得让居民切身感觉到
社区教育的好处。”羊口分院院长曹增海说。

学生课后有了俱乐部

“一把剪刀多有用，能剪龙，能剪凤，剪

个老鼠去打洞。能剪山，能剪水，剪个鸭子扁
扁嘴……”4月2日，洛城街道屯田社区儿童俱
乐部，一群孩子正围着杨秋萍，聚精会神地看
她剪纸。她的“口诀”还没念完，一只栩栩如
生的蝴蝶便展现在孩子们眼前。有剪纸特长的
杨秋萍是社区教育志愿者，时常教孩子们学剪
纸。

屯西村五年级学生葛明亮的爸爸说:“孩
子在这里能学很多东西，不用担心他到处跑
了。”

屯田社区有12万余人，多以种植大棚为
主，还有大量的外来务工家庭，学生放学后去
哪里曾是家长格外担心的问题。屯田小学和屯
田社区联手，建成了儿童俱乐部。羊口镇的四
点半学校，为附近家长解除了烦恼。

令寿光社区居民高兴的，还有辖区内各类
教育资源的自由、方便使用。向阳社区舞蹈
室，不仅可以排练，还有专业老师指导。

据了解，寿光的农村社区教育分院，全部
配有数字化学习中心、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
室、文体广场等。中小学生、学前幼儿可以参
加科技、艺体等各类教育培训。渴望学历提升
的人，可以参加多种层次的学历教育。需要就
业、再就业的人有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
老年人能参加养生保健、休闲娱乐课程。

寿光市教育局成职教科王光华说，寿光的
社区教育，基本可以满足每一位居民终身学习
的要求。

农民想掌握农业知识，老人需要保健指导，孩子放学后去哪里———

从小到老，社区教育全包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老医生“超期服役”

4月3日10点，寿光市稻田镇梁武赵村，
65岁的李文正因胃病正在村卫生室接受治
疗。

梁武赵村卫生室有诊断室、治疗室、药
房、观察室，实现了四室分开。

寿光将村卫生室建设作为民生工程，列
入了村镇建设规划和财政预算。按照新建15
万元、改建5万元的标准，投资1995万元，
对177处村卫生室新（改、扩）建。

硬件上去了，但人才缺乏，成了不少村
卫生室面临的大难题。

洛城街道董后村村委委员李树美说，一
些乡村医生年龄偏大，不熟悉现代门诊诊疗
系统操作技术。

“总体上看，人才青黄不接。因为待遇
低，年轻人不愿意当医生。因为缺人，有人
到了退休年龄退不下来。老同志用微机不熟
练，查阅健康档案很吃力。”稻田镇中心卫
生院副院长吴熙正说，稻田镇共有9 . 5万人，
56个卫生室，只有105名乡村医生。其中，还有
多人是“超期服役”的老医生。

建档案遭遇不理解

“大医治未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
预防为主，减少疾病发生。“从最基础开
始，督促农村百姓形成好的生活习惯。”稻
田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王庆阳说。

建立健康档案是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的第
一步。好心办好事，但百姓一开始并不买
账。健康档案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既有手
机号、身份证号，又有生活状况、收入、饮
食习惯等。不少人担心隐私泄露，拒绝建
档。还有村民怀疑：“是不是在调查我？”
也有人以为是骗子。有的村民更是当即回
绝，“俺很健康，不需要。”

“开始时，每人需要采血5毫升作检
查。有村民直接问我，是不是把采的血去卖
了。”西丹河村卫生室所长李玲玲说。

吴熙正分管公共卫生服务，曾多次遭遇
尴尬。有人填完健康档案后，接着出去打电
话咨询熟人，回来后就要回表格，当场撕
掉。吴熙正连解释都没来得及，对方就气呼
呼地走了。

建起健康档案后，工作开展依然困难。
稻田镇各村卫生室承担着省内重大乙肝项目
调查。“孕妇、儿童的尿样采集，我们得一
户户地去拿，多跑几趟，有的村民就烦
了。”李玲玲说，农民对健康知识了解太
少，有疑似乙肝症状的检查结果，也是悄悄
地给村民送去，担心他被别人歧视。

吴熙正说，以前乡村医生仅仅是诊疗，
现在有了公共卫生服务这块，事情就繁琐了
很多。纸质档案需要建立，还要录入电脑，

建立电子档案，加班到深夜的时候很多。

部分常用药未纳入目录

洛城街道东斟灌村的吴学友说：“治疗
感冒、高血压的丹参片、大青叶、复方降压
片等便宜药太少，在村卫生室买不到，到药
店购买不报销。”

据了解，没有实行基本药物目录前，村
级卫生室的药品种类有1000多种，现在只有
500多种。一些百姓习惯用的常用药没有纳
入基本药物目录。

“基本药物制度实行后，百姓买药价格
便宜了，但我们用药的面窄了。”梁武赵村
卫生室所长魏凤昌说，用于消炎的罗红霉素

胶囊和原来的利君沙没有了，有些药物还供
应不及时。

“还有些药物改名了，用同样的药，得
向百姓解释清楚，否则不接受。”李玲玲
说，“百姓的想法是不管花多少钱尽快治好
病。国家医改的目的，是让患者花最少的钱
治好病。这是个矛盾。”

吴熙正认为，改变用药习惯，乡村医生
用替代品有些不适应。

老人习惯用的感冒胶囊，现在改名叫黄
那敏。老人不理解，总以为给拿错了。

治疗胃病的药，好多人也只认吗丁啉，
不认多潘立酮，这都是同一种药。“类似的
事情就需要耐下心来多沟通。”李玲玲说，
和百姓打交道不能急。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4月20日前，寿光将投放60辆新

能源公交车，市区公交运行线路增加至15条。
今年，寿光将完成剩余75辆农村客运班线零散

线路的改革任务。城市公交将建立政府主导的混合
经济运行体制，对城市公交实行公司化经营、集约
化管理。今年底增加100辆新能源公交车，2015年
增加100辆，到2015年底达到运行线路30条、260辆
公交车的运营能力，基本实现城市公交运营零换乘
和全覆盖。

将投放60辆

新能源公交车

□记者 单辰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31日，位于寿光圣城街道前

张家庄、后张家庄等村内的3眼自备井被先后封
闭。

3月17日，寿光召开自备井整治工作调度会
议，拉开了封闭自备井的序幕。目前，全市共排
查自备井2657眼，拟封闭354眼，其余自备井采
取分类整改措施。截至3月底，寿光已封闭自备
井137眼，完成封闭计划的38 . 7%。该市还决定对
海化集团寿光水源地的13眼自备井采取关停措
施。

寿光是资源型缺水城市，水资源供需矛盾突
出。全市用水主要依靠开采地下水，地下水超采严
重，导致地下水位严重下降。目前，寿光市南部井
灌区形成了813平方公里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区，北
部盐碱区约590平方公里承压淡水区全部成为漏斗
区，弥河东部深层淡水濒临枯竭，并且出现大量机
井报废导致上层咸水串层污染深层地下淡水等现
象。

封闭137眼自备井

治理地下水超采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姜楠

“现在摊位固定了，我也轻松了，挣钱也多
了。”3月27日上午，寿光市光明路与建新街路
口，正在卖水果的范国勋说，“寿光市城管执法局
（以下简称城管局）帮了我大忙。”

1991年，圣城街道前张村的范国勋在建筑工
地打工时摔伤，造成腰椎神经受损，再也干不动
力气活。他和妻子就在南潘市场摆起水果摊。市
场拆迁后，他们成了流动摊贩，“累，还担心被
撵。”

2009年，城管局社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培荣得
知范国勋的情况后，帮他找到固定摊位，为他申请
减免了占道经营费用，还结成帮扶对子，一直帮到
今天。和别的摊位相比，范国勋的摊位享受全天候
经营的“特权”，不仅减少了装卸次数，也多了收
入。

城管局局长李勇说：“走群众路线就要从群众
最需要的事情做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解决好群众牵肠挂肚的难事、急事。”

今年春节后，城管局开展了“进百家门，做市
民贴心人”活动。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商铺和社
区，主动了解、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城市管理热点、
难点问题。活动中共走访业户、单位555个，发放
征求意见信1000余张，收到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及问
题243个，已集中解决了171个。

石马路和广场街交界处经常堵车，群众意见很
大。“现在石马路打通了，基本不堵了。”缤纷五
洲时代商厦的保安董万永对记者说。

南北走向的石马路，在缤纷五洲时代商厦的这
一段规划设计为步行街。两头有喷泉隔着，车进不
来。这个商场、菜市场、小店云集的商业区，时常
堵车。城管局东南区中队长杨树军多次找商厦经理
协调，终于在去年10月将喷泉拆除。同时，城管局
协调多个部门，硬化了路面，划设了停车位，让石
马路、广场街畅通起来。

渤海路经营画廊的常文明，前不久在送广告牌
效果图审批时，被告知设计有问题，不符合整体街
道规划。“设计有问题，能不能早点说？”常文明
提出，对广告牌设置，城管部门应与业户多加强沟
通。

城管局采纳了他的建议，还派专人根据画廊的
文化主题和经营特色，为他提供几种方案，最终敲
定了用亚克力材料，牌匾长宽与店门相协调的方
案。“城管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我觉得很贴心。”
常文明说。

马路市场造成交通拥堵问题，如今也得到解
决。洛城街上的大集已经搬至洛西村委对面的市
场，文圣街东段的马路市场也搬至路边规划好的市
场。“在洛城街办的协调下，去年规划建设了两处
市场，就没有在路上摆摊的了。”城管局洛城中队
队长董波说。

“路上摆摊，妨碍车辆通行，也容易发生危
险。”在文圣街东段市场内卖海鲜的李月英说，以
前在路边摆摊，被车碰着的事没少发生。

“现在很方便，大家也都习惯来市场买东西
了，人气一点不比以前差。”64岁的刘文祥在洛
城市场租了5米宽3米长的摊位，一年费用才480
元。

“事不在大小，帮一把就行。”自2009年至
今，城管局连续开展“亲民、爱民、帮民”活
动。

3月26日，文家街道王家大庄村的李丰珍骑电
动三轮拉着一台冰箱赶路时，冰箱被颠了下来。他
自己抬不动，束手无策时，巡逻的3名城管队员停
下车，帮他将冰箱抬到车上。“多亏了他们搭把
手。”李丰珍说。

截至目前，“亲民、爱民、帮民”活动共涌现
出960件好人好事，城管局收到市民锦旗、感谢信
215件。

寿光城管：

为群众解决好

难事急事

人才青黄不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被理解———

村级卫生室面临尴尬

稻田镇东丹河村卫生室医
生董亮正在为小患者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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