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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兴德

4月19日上午，寿光举行新能源公交车投
放运营仪式。

“110辆个体公交车退市，寿光城市公交
个体经营的17年历史宣告结束。”寿光市交通
运输局工会主任王中文说，新投放的公交车均
为“K”开头的空调车，暂执行票价2元，原
有的老公交车票价1元。

“随着市财政投入的加大和城市公交的发
展，公交票价将统一降为1元，可使用市民卡
刷卡乘车。”王中文说。

“以前的2路车，坐到弥河以西是两块
钱，一过弥河再加1块钱。”4月30日，家住洛
城街道的寿光市民王建业说，他几乎每天都要
乘坐公交车往返一趟市区，但以往公交车票价
高、不准时，有事赶得急就必须坐出租车，
“不仅如此，像我父亲这样的老人等车的时
候，有的公交车到了站根本不停。”

公交改革前，寿光城市公交车票价高、拒
载老年人、车内脏乱、服务态度恶劣等问题普
遍存在。

1997年，寿光开通城市公交。因当时政府
财力有限，寿光有关部门与佳木斯市公用事业
局中巴客运管理办公室合作，成立了寿光市城
市公共汽车公司，为民营企业，自负盈亏。

“因经营不善，佳木斯方面后来撤资，公
交线路由个体户买了下来。”寿光交通运输局
局长李振涛说，“经过17年的发展，虽然公交
线路有所增加，车辆也逐渐更新换代，但服务
质量却没有跟上。”

“公共交通要体现出公益性。”王中文
说，私人车主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在履行公益
义务时大打折扣，使“公共交通为百姓”一句
话成为“纸上谈兵”。

此次改革前，寿光城区公交线路为8条，
计110辆车。其中74辆为个体所有，36辆为寿
光市通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所有。“随着城市
规模的扩大，市里也规划过一些线路，但受到
部分个体经营者的阻挠。在增加线路时，一些
客源较少的线路没有人愿意经营。”李振涛
说。

今年3月7日，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在洛城
街道岔河村调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
提出：民之所望即施政所向。3月21日，寿光
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城市公共交通改革发展的
实施意见》，确定建立以政府为主导、财政补
贴下的公共交通运行机制，并成立寿光市公共
交通运输有限公司。4月19日，寿光市城市公
交车个体经营的历史彻底结束。

“上了年纪腿脚不方便，要是磕了碰了，
司机不愿意承担责任，一般就拒载。”66岁的
玫瑰园居民李运红说。

“收归国有后的寿光公交，将彻底改变原
来‘利益至上’的经营劣习。”李振涛说，操
作技能和职业道德，是驾驶员必须达标的上岗
要求。4月12日，120名公交驾驶员进行了为期
5天的统一岗前培训。目前上岗60名，储备60
名。

4月30日上午，在一辆绿色的K13路公交车
上，寿光市民葛秋霞告诉记者，自己每天都要
坐6路公交车从屯田路到寿光市区上班，只有
八九站路，但以前只要过了益羊铁路，就算出
了市区，多收1元钱。

“实行一票制，上了车，到哪都是2元。
还配备了空调，档次高了许多。”葛秋霞说。

“原有的公交车，其中55辆过于破旧、排

放超标，已经达到黄标车标准，予以报废处
理。”李振涛说，“4月19日，第一批投放使
用60辆电汽混合动力公交车，5月将新增20辆
纯电动公交车。年底之前，原有公交车全部淘

汰，再投放100辆新能源公交车。届时，寿光
城市公交车将达到180辆，全部为新能源汽
车。”

“随着这几年居民小区和大型商场的新

建，原有的公交线路无法满足居民出行要
求。”王中文说，原来8条线路运行里程143公
里，现在19条线路运行520多公里，基本达到
了城区主干道全覆盖。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晓文

4月28日19点，寿光市文家街道桑家村文
化活动广场，明亮的灯光下，张树艳正带领50
多名妇女，随着《最炫民族风》的音乐起舞。
56岁的文秀芹一边踏着节拍，一边说：“现在
不愁吃不愁穿，跳舞活动活动身体挺好。”

“白天进大棚，晚上去广场”已成为寿光
农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以前出来跳舞觉得不
好意思，怕人笑话，专往灯光暗的地方跑。现
在大大方方，哪里明亮去哪里跳。”张树艳

说。
“农民精神充实，境界提升，找到了自

信，正是文化惠民的效果之一。”寿光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徐莹称，“政府搭舞台，百姓唱
主角”是寿光文化惠民的常态，也是群众文化
活动“火”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请人看演出到观者如堵

4月20日上午，寿光市委宣传部文化科朱
金华接到稻田镇政府的电话：“这周我们能演
出吗？”“这几周都排满号了，你们再等一下

吧。”
从2013年开始，寿光敞开门办演出，每周

六晚，每个村、单位、部门都可以在寿光文化
中心进行群众演出。所有的音响、灯光都免费
提供。如今，周六看演出已成为寿光部分市民
的习惯。

羊口镇丁家村妇代会主任刘晓丽，因为上
电视出了名。寿光电视台蔬菜频道播放了她在
周末大舞台上领着村里姐妹们跳的两个舞蹈，
在镇上引起轰动。“灯光、音响效果都很好，
跳得很过瘾。”刘晓丽说。

刚开始办活动的时候，担心没人看，宣传
部曾要求演出单位多带些人来撑场面。但演了
不到一个月，就从请人看变为观者如堵、人满
为患。

演出一场约花费1万元，全部财政买单。
原来，投资3亿多元建设的文化中心一年的演
出不超过10场，一次费用不少于10万元。闲置
是最大的浪费，公共设施应该公众共享。

现在，每次周末群众大舞台都有600多名
观众，还有电视台直播，目前已有多家企业联
系冠名事宜。

从忙着生存到业务求精

“原来自己搭台子，得1个小时。现在的
演出车只需要20分钟，舞台就能搭好，省时省
力。”寿光市京剧团有限公司经理李新军说，
更重要的是，公益演出，政府出资，群众享
受。

据李新军介绍，以前下乡演出要收费，百
姓不乐意。同时因为收入低，演员工资发不出
来。现在每场演出政府补贴1000元，“后顾之
忧解决了，我们只想着把业务提高上去就行
了。”李新军说。

“1000元的补助虽然不多，但为群众送去
文化大餐，为演出公司搭建发展平台，下乡演

出是个很好的办法。”徐莹说，政府投入一点
钱，百姓获益，文化公司得到发展，是共赢的
好事。

寿光市宇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去年做了
110多场公益演出。该公司演艺部部长王福田
说：“现在去哪个村都很受欢迎。以前演出得
靠关系，没关系还捞不着演出机会。”

现在宇翔公司有20多个演员，歌舞曲艺杂
技等各种节目形式都有。2011年，宇翔成为中
国著名文化品牌，寿光市政府专门奖励5万
元。

“在下乡演出中，技艺得到锻炼的同时，
创作也更贴近群众。”王福田说。

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

“在电视上看到的杂技只能说是精彩，在
现场看到的杂技才叫震撼。”4月27日晚，走
出寿光文化中心音乐厅，观众袁晓梅觉得380
元的吴桥杂技门票很值。

2013年，寿光财政收入超过70亿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达到14408元。收入增加，群众的
需求在改变，部分群众呼唤高雅艺术。与此同
时，周末群众大舞台活跃起来后，寿光意识到
仅仅依靠政府投入还不够，必须有文化市场。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徐莹
说。

去年4月至5月，寿光推出了“高雅艺术演
出季”活动，集中邀请国内外一流乐(剧)团到
寿光举行音乐会、京剧、话剧、魔术、歌舞、
木偶剧等多个艺术门类的演出。今年还将有儿
童剧、京剧等高端演出。

去年中央民族乐团到寿光表演，主办方还
担心百姓能不能看得懂。结果在现场，观众没
有乱动的，没有接打电话的，精彩之处还不时
地起身鼓掌。观众的表现让表演者惊讶：“你
们的观众素质太高了！”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付洪亮

“每年6到8月份，是大棚蔬菜换茬的
高峰期，会产生大量蔬菜垃圾。”寿光市
环卫处工作人员梁海涛说，“以前许多农
户就近堆放，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污染
环境，还容易传播病虫害。”

从2011年底开始，寿光环卫处负责清
运全市乡级以上道路两侧的大棚垃圾。各
镇街区负责沿路每公里设置1个大棚垃圾
暂存点，要求不低于100平方米。

5月5日，在寿尧路胡营段一处大棚垃
圾暂存点，两辆垃圾运输车正在清运蔬菜
瓜蔓。

“再也不用将菜根、烂叶倒在路边
了。现在清运及时，环境好了，也不占道
了。”正在往暂存点倒大棚垃圾的胡一村
村民刘景民说。

每天收集后，大棚垃圾被运往寿光市
垃圾处理厂，经防渗处理后，进行无害化
卫生填埋。据了解，目前寿光每年大棚垃

圾的产生量约为120万吨，环卫处的年清运
处理量为50多万吨。

除无害化填埋外，寿光对部分大棚垃
圾进行了回收再利用。

“160米长的茄子大棚，用了半年多沼
肥，产量、品质都上去了，一斤能多卖两
毛钱。”纪台镇玉皇庙村村民张新刚说，
去年8月起自家大棚开始用沼肥。一段时
间后，不但土壤板结有所缓解，茄子也没
患过病虫害。

“2013年8月，沼肥能源站一期开工建
设，12月建成。配备了1个储存池，2个地
上沼气池和2个地下沼气池，容积共500立
方。”玉皇庙沼肥能源站负责人、寿光澳
诺农科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桑贵滨说，沼肥
用牛粪做引子，投料后，经厌氧发酵30天
后出料。原料主要来自周边3公里内的大
棚茄叶垃圾、养殖场粪池粪便以及农户家
庭粪便。

目前这个能源站每月产出100吨沼肥，
可供应100个以上大棚使用。“二期和三期
工程，将完成800立方容积地上沼气池建

设。规模扩大后，能源站将收集更多蔬菜
垃圾制肥。”桑贵滨说。

不仅如此，秸秆处理也是寿光大棚垃
圾再利用的一个方向。

在位于纪田路北侧的寿光华源秸秆利
用项目所在处，记者看到，项目地基已打
完，车间建设正在施工。

“今年6月竣工，刚好赶上大棚蔬菜
换茬高峰。”华源秸秆利用有限公司总经
理郭伯祥说，“经过收集、粉碎、压块、
打捆、烘干、高温炭化和成型包装后，每
1000吨秸秆将产出100多吨木炭。”

据介绍，秸秆利用项目开始阶段，秸
秆收集主要在纪台镇、孙家集镇和稻田
镇。

“一期建成后，日处理能力上限为
1000吨，而最近的这3个乡镇，秸秆日产出
量总和就在1000吨上下。”郭伯祥说，
“公司规划二期增加活性炭加工，届时日
处理能力将进一步加大，可以更好地解决
大部分秸秆只能作为垃圾扔掉的浪费问
题。”

投放新能源汽车 增加多条线路 票价下降

寿光公交公营终结个体经营历史

文博会期间举行的广场舞大赛，将有1000支队伍逾万人参加

寿光文化活动咋就这样火

一部分无害化填埋，一部分回收利用沤沼肥、制木炭———

大棚垃圾去哪儿了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朋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日前召开的经济适用

住房分配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寿光已建成540
套经济适用住房，将在4月26日至5月14日期间接受
市民的报名申请。

本次销售的房源为景新园一期经济适用住房，
位于菜都路以东、农圣街以北，全部为70平方米左
右小户型，简装修。该批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基准价
格为2200元/平方米，每套住房的价格根据楼层、
朝向和位置等，在基准价格上下不超过10%的幅度
确定，平均销售价格不高于基准价格。

这批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资格审核按照资格申
请、镇街区初审并公示、房管中心和民政局联合复
审公示的程序进行。申请人在申请期限内，向所在
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提出购房申请。选房顺序将以
公开摇号的方式确定，申请人数量多于本次房源数
量时，未摇取选房序号的申请人将于下次公开摇号
时重新摇取。

□记者 单辰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自5月1日起，寿光市新开通的

K2路公交车(从新汽车站至东城换乘站)将采取早出
晚收模式加长营运时间——— 早上6时30分发第一班
车，晚8时发最后一班车。

K2路公交车是寿光首条延长营运时间的试点
线路，此次营运时间的调整是经过前期调查论证后
制定的。随着天气转暖，该市晚间的客流量将逐步
增加，适当对营运时间作出调整，以符合大多数乘
客意愿。

寿光交通运输局局长李振涛称，延长营运时
间，让市民晚上出行乘坐公交车，目的是减少私家
车出行密度，减缓城市道路拥堵。其他线路也将根
据调查论证对营运时间作适当调整。同时，欢迎广
大市民继续对城市公交改革后线路的调整和布局提
出意见和建议。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树增

4月27日10：30，寿光菜博会主会场北门，淅
淅沥沥的小雨中，两个彩虹门软软地塌下，横在路
上。正在值勤的寿光城管队员吕雷、武炳立即走过
去，一人托起一个彩虹门，让游客经过。20多分钟
后，维修人员赶来，重新为彩虹门充了气。

“你们真帅！”一位中学生用手机拍下他们托
举彩虹门的照片，并留下这句话。

“其实，真的没什么。我们的任务就是为游客
创造一个好的游玩环境。”吕雷说。

在4月26日下午，吕雷还帮助了突然晕倒的德
州陈女士。当时吕雷正在台湾馆附近执勤，看到陈
女士手捂着头正往地上倒。吕雷伸手扶住她，随即
把她送到菜博会组委会医疗室。简单问诊后，医生
建议去洛城医院，吕雷又开车把她送往洛城医院。
治疗后，又把她送上前往德州的大巴车。

“快帮我找找孩子吧，孩子走散了。”4月25日11
点，正在东门执勤的武炳遇到王女士求助。问清孩子
的身高、长相、走散时间后，武炳用对讲机向附近的
城管队员说明情况后，陪着王女士寻找孩子。20多
分钟后，在1号馆前面的广场上找到了孩子。

武炳负责东门的摊位管理，虽然刚参加工作才
半个多月，但同摊贩打交道已经很内行了。“就是
噶伙计(意思是做朋友)，大家熟了，都很遵守规
定。”武炳说。

在菜博会现场，门口、主干道旁、广场上的摊位
全部摆在黄线内。寿光城管执法局成立了菜博会执
勤保障指挥部，选派56名骨干力量参与执勤。城管局
党支部副书记王林盛说，该局提前3天进驻会场，由
于介入早，展棚设立从第一家起就做到了不越线、不
超高，其后设立的一律按一个标准管理，杜绝攀比。

对不规范经营的摊贩，城管队员挨个店面宣传。
“多磨几次嘴皮子，对方就理解了。”王林盛说。

4月27日上午，城管局三中队队长张敏正在台
湾馆附近执勤。人行道一侧的一位固定摊位摊主将
物品摆到了划设的线外。张敏上前微笑着敬礼说：

“您超线经营了，很容易绊倒行人，请把东西搬回线
内。”店主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把东西搬回线内。

不仅仅是管理，更多的是服务。“我们每天上
午集体清理一遍摊位卫生。”城管局一中队副队长
张保亭说。

看到下雨天游客无处坐、无处站，张保亭会允
许摊贩搭起凉棚，让游客躲雨。

来自青岛的徐友民在2号馆附近摆了个小吃
摊，“篷子被风刮了，他们帮着给撑起来。事不
大，很暖心。”

“请问附近有卫生间吗？孩子刚进厅就想小便，
还能再进来吗？”一位带着孩子的女士问在10号馆出
口执勤的城管队员杨艳光。“每天问路的不下30
次，咱得耐心点，说得明明白白。”杨艳光说。

前几天，杨艳光看到一位乞讨的残疾人。按规
定，菜博会不允许他们进来。杨艳光掏出10元钱给
他，说明情况，对方很理解地走了。

“周末人多，我们得一刻不停地转悠，发现流
动摊贩，就去制止。中午连打盹的功夫都没有。”
执勤保障指挥部徐存胜说。

菜博会主会场35万平方米，有东、南两个停车
场。聊城的自驾游客林女士不记得自己的车放在哪
里了，城管队员来延杰帮她找到车子。

在执法的同时，城管队员做的几乎全是些不起
眼的小事。但在城管队员们看来，这就是他们日常
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寿光的形象。”寿
光城管局局长李勇说，菜博会是国际性的会展，寿
光城管将以优质的作风和服务，展示寿光形象，也
让游客见证寿光城管的风采。

帮商户整理收拾摊位，给游客

指引路线，找走失的小孩

寿光城管：
菜博会上搭把手

540套经适房

接受申请

晚上也能

乘公交了

5月5日，寿
光K10路新能源公
交车正在运行。

▲丰富多彩的寿光群众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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