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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干民生实事，办民心工程。”侯镇党委书
记卜庆华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根本
目的，就是让老百姓满意。

侯镇：根本目的
是让百姓满意

23 视点

从2012年起，洛城街道每年集中宣传、塑造一
个品牌。最早的是浮桥萝卜，随后是东斟灌村彩
椒，今年是尧河长茄。

一个街道的品牌意识

24 综合

逢年过节吃虎头鸡，是寿光及周边县区人们
的饮食文化习俗。

经过努力，虎头鸡产品的第一个企业标
准——— 《虎头鸡》Q/SWG001-2006发布。

王高虎头鸡：
有了标准的传统美味

□记 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张永升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三九感冒灵颗粒、
新复方大青叶片、金嗓子喉片、健胃消
食片等这些我熟悉的药，又能在村卫生
室买到了，实在太好了。”6月16日，寿光市
洛城街道东斟灌村村主任李春祥说。

今年初，在潍坊市有关领导到该村
征集群众意见时，李春祥反映了村卫生
室好多常用药不见了，去药店买又不能
报销。

寿光市卫生局局长张明水解释说，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政策规定，我省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只允许配备使用国家限
定的520种药品和省增补的139种药品，
其他的非目录外药品一律不得配备使
用。而且只有省级以上有药品品种增补
权，其他地市和县级均无权增补。省卫
生厅要求各地自2011年5月份开始全部从
山东省药品集中采购中心集中招标采购
药品，医疗机构不得自行购进药品。

2010年6月16日，寿光在全市所有镇
(街道)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并对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
销售。实施以来，药品价格下降了约47%，
明显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但在运行过程
中，也存在一些治疗感冒、高血压的丹参
片及大青叶、复方降压片等便宜药太少

的问题。
省平台统一采购存在这样一些情

况：部分需求量大的常用基本药物虽然
在省网上能够集中采购，但数量较少，
医疗机构提交订单后，医药公司不能按
订单数量进行配送。部分常用廉价基本
药物在省平台未挂网，基层医疗机构不
能正常采购使用。一些群众普遍认可的
习惯用药未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
疗机构不允许配备使用等。

面对群众需求，最初，寿光市卫生
局因对增加基本药物品种无自主权，只
能积极地向上级反映，以求尽快解决这
一问题。同时，要求医务人员在患者就
诊时认真做好日常用药引导工作，多提
供一些目录内的替代药品供患者选择。

后经反复研究，寿光市卫生局提出
了“本着先行先试原则，在省卫计委调
整省增补药物目录前，允许卫生院和村
卫生室增补60种常用药品”的解决方
案，并汇报了潍坊市卫生局。自5月1日
起在全省先行先试这一增补方案，强调务
必执行一条“红线”，即新增补药品与基本
药物一样全部实行“零差率”销售。

目前，寿光各镇街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结合患者用药习惯，均增补了常用药
品，基本满足了群众对常用病、多发病
用药的需求。

■践行群众路线，镇街在行动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建国

“没有寿光农村商业银行150万元的贷
款，我这个养猪场可能就倒闭了。”位于寿
光市营里镇的金泰生猪养殖场总经理丁友亭
对记者说，目前猪肉价格稍稍上涨，养殖场
也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今年以来，猪肉价格持续低迷，金泰养
殖场赔了50多万元，丁友亭压力倍增。他粗
略算过，300头母猪、2000头肥猪，每天仅饲
料就得2万元，而回笼的资金远远不够。得知

他的困难后，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营里镇支行
主动上门服务，为他提供了贷款。

更让丁友亭开心的是，该行提前一个月
为他办了下一次的授信贷款，现在手续已经
办完。6月底还上贷款，7月初他就又可以重
新贷款，一天都不耽误。“真是雪中送
炭。”丁友亭说。

面对养殖户贷款难问题，寿光农村商业
银行营里镇支行主动为两个养殖专业市场办
理信贷业务，共发放养殖大户贷款28笔，共
计1760万元。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营里

镇以便民利民为导向，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从实事、小事抓起，推动作风全面转变。

6月10日下午，记者走进营里镇北陈村
时，陈良俊正在村委门口晒麦子。“今年的
收成好，亩产平均600多公斤，去年才450公
斤。在咱这盐碱地上，收这么多粮食还是第
一次。”陈良俊说。

粮食丰收得益于村里去年底打的一口300
多米深的机井。陈良俊说：“有了这口井，我家
的麦田灌溉了4次，再也不怕旱了。”北陈村党
支部书记李兴忠介绍，这口井共花了16万元，
保证了村西小麦生长。村民反映村东还有300
亩地没水井，李兴忠正在筹划再打一口机
井，这样村里1200亩地就能全部灌溉了。

“湾塘里都是垃圾，有臭味，还有蚊
子，该整整了。”有村民反映。听取群众意
见后，北陈村把废旧的湾塘立即整理，建成
100多亩的高标准虾池，周边还种上树。环境
改善了，村里还增加了2万元的集体收入。

北陈村是寿北典型的农村，年轻人大多
去附近工厂打工，家里只剩下老人。没人陪
着，老人中午不大吃饭。李兴忠打算把村里
闲置的小学改造成老人幸福院，让老人在一
起打牌下棋，锻炼身体，中午还可以在这里
吃饭。“摸透百姓心里想的啥，我们才能干
好。”李兴忠说。

为更好地倾听百姓心声，营里镇广泛征
求意见，目前发放征求意见表2623份，召开
座谈会95次，入户走访群众2790人，征求意
见建议387条。梳理汇总后，形成了干部作
风、村庄建设、经济发展、为民服务等4类问
题清单69条。针对问题积极落实整改方案，
完成一件，销号一件。

“孩子每天在幼儿园都吃的啥？能学到

啥东西？”不少家长希望能看到孩子在幼儿
园的一举一动。营里镇教管办建立了“家园
微信公众平台”，将孩子的饮食安排、教育
计划、活动安排等发布于微信公众平台，实
现与家长“零距离”的交流。

“快来看，葛格吃完饭还知道擦桌子
呢。”葛格的妈妈陈凤芝看到微信里孩子的
照片忙着指给家人看。

“以前家长相信咱，但不是很了解，我
们越透明，家长才能越放心。”营里镇中心
幼儿园园长郝桂凤说。

今年春天寿北旱情严重，营里镇南岔河
村东大棚、果园及麦田急需用水，新打的深
水井供电设施未及时配备，群众非常焦急。
营里镇供电所所长姜利田了解情况后，立即
组织队伍施工，不到两天，就完成了电杆迁
移200余米，保障了春灌用电。

走进营里镇北道口村，村口是5月下旬建
成的文化健身广场，周边围着一圈路灯。
“晚上这里和白天一样亮，跳舞的、打球
的，有二三百人在这里玩。”村民孙迎花
说。

据了解，这个广场投资50多万元，村集
体收入70多万元，除去村民福利外，还不
够。“再难，也得让百姓有个活动场所。”
村支书孙卫村称。

往里走，是6月1日启用的新卫生室。药
房、诊断室、观察室、治疗室、值班室一应
俱全。卫生室所长齐春林说，以前是黑乎乎
的5间房子，很简陋，现在啥都配上了。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
们把着力点放在为百姓办实事上。虽然有很
多困难，但再难，我们也是民生优先。”营
里镇党委副书记高玉娟说。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崔永华

6月13日，在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
郭井子村，近3000亩的盐碱地露天西瓜长势
喜人。村民曹岐山说：“再过半个月，西瓜
就能上市。如果卖得好，今年收入比去年能
提高一大截。”

“去年我试种了100亩露天西瓜，效益不
错。今年，村里100多户村民也开始种西瓜。”
郭井子村西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曹怀志说，
盐碱地上种西瓜，在郭井子变成了可能。

盐碱地上搞起特色种植

郭井子村的曹振桓种了十几年的棉花。
“近几年，种棉花效益不好，1亩地1年最多
收入1000多元。而种西瓜按照1公斤1 . 4元的售
价来算，1亩地就能收入4000多元。”曹振桓
说，“现在的问题是，知道郭井子西瓜的人
不多。到月底，3000亩西瓜一起成熟，卖不
出去就坏了。”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双王城党工委在向群众征求意见过程中，郭
井子村民反映了西瓜销路问题，有关部门立
即着手想对策。

“6月底之前，占地30亩的西瓜专业交易
市场将建成使用。”郭井子村党支部副书记

曹千山说，新海路郭井子村路口将竖起一个
大型广告牌，来往客商一眼就能看见。另
外，“郭井子村西瓜”品牌也正在申请中。

南木桥村的特色是无土栽培西红柿，到
去年底，村内已建成大棚90个，棚均年收入5
万余元。盐碱地上无土栽培获得成功的同
时，仍有部分村民不愿改种西红柿，死守着
几亩棉花地。

“上了年纪的村民想把土地流转出去，
却担心承包土地的人没信用。”南木桥村党
支部书记李本兵说，综合种棚户、无棚户和
部分老年人的意见，村里成立合作社，实行
土地流转。今年4月，南木桥流转320亩土
地，新建67个无土栽培西红柿大棚。

村民马汉三说：“村里给新棚区打了口
井，还上了一台200伏的变压器。”

村民李本明说：“村里每个月都会聘请
农艺师来培训。现在几乎家家都种上了无土
栽培西红柿，今年人均收入至少会增加5000
元。”

据双王城党工委书记燕黎明介绍，双王
城将定期召开农产品推介会，进一步扩大园
区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把孩子的事当头等大事办

6月6日，周五，双王城牛头初中学生家
长贺法政收到了一条手机消息：孩子已放

学。即将中考，您多注意沟通鼓励，让孩子
放平心态，轻松应考。下周可能变天，给孩
子多带衣服。另，6月需交纳菜金46元、中考
餐费45元、车费76元，合计167元。9年级2班
班主任郑燕尾。

“3月，牛头初中每个班新建一个飞信
群，班主任把全班学生家长加进来，方便及
时沟通交流。”牛头初中副校长马忠圣说，
学校和家长一起努力，把孩子的事当作头等
大事。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不少学生和学生家长反映：牛头镇村初中和
小学餐厅面积太小，学生不得不错时就餐；
学校旱厕夏天蚊蝇多、气味大。

“7月和8月暑假期间，总投资379万元的
新餐厅将开工建设。现已完成勘址和图纸设
计，进入招标阶段，将于9月初完工。”双王
城教育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广军说，拆除600
平方米的老餐厅，新盖1910平方米的3层新餐
厅，可容纳初中和小学1000余名师生就餐。
另外，与新餐厅施工同步，学校旱厕将全部
改为水厕，预计9月初完工。

“第一书记”驻村解难题

双王城寇家坞四村共有426户1480口人，
耕地面积6500亩，村集体年收入不足10万
元。

“村民以种棉花为主，近年来人工费等
成本增加，人均收入减少。”寇家坞四村党
支部书记王云明说，前几年村里因修路欠债
近200万元，目前仍有4条路共600米需硬化。

寇家坞四村“第一书记”张振友介绍，
工作组进驻后，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走
访，发现除修路问题外，村里还缺少文体活
动场所，村办公场所也需要修缮。

针对发现的问题，“第一书记”和村班
子集体制定计划：发展去年成立的高粱专业
合作社，增加村民收入；硬化道路600米；建
设文体广场，修缮办公场所。

去年10月，王云明成立了红缨子高粱专
业合作社，吸引了90户农民入社，流转土地
4000亩，又通过承包农场土地3000亩，总种
植规模达到了7000亩。

“现在合作社和茅台酒厂签订了合同，
最低保护价为每公斤3 . 6元，价格高时随市场
价。”王云明说，合作社购买了两台高粱烘
干机。“第一书记”还与寿光市农机局协
商，争取到农机补贴6万元。

6月9日，工作组将近万元的办公桌椅和
档案橱柜运至寇家坞四村办公室，并投资5万
元建设文体广场、修缮办公场所。

村民王立华说：“村里不少老人爱跳广
场舞，但一直没有场所。等广场建好了，没
事就来跳跳舞。”

“听民声，办实事。”燕黎明说，“因为我们
知道，老百姓的事儿，就是自己的事儿。”

发展特色农产品，着力改善办学条件，“第一书记”驻村解难题———

双王城：群众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深机井解决浇地难，微信平台让家长放心，贷款帮养殖场渡难关———

营里：再难，也得民生优先

寿光先行先试，允许基层卫生单位增补60种药品———

买不到的常见药又回来了

6月4日至6日，寿光首届万人广场舞大赛决赛举行，65支来自各个镇街区的队伍走上了决赛的舞
台。广场舞爱好者们用轻盈的舞步跳出了快乐的心情和幸福的生活。

□石如宽
报道

营里镇中
心幼儿园4岁的
葛格饭后用抹布
擦饭桌。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寿光有80万亩左右的大棚蔬菜，约40万个大
棚，每年可产生120万吨的蔬菜废弃物。寿光从技
术层面进行探索，通过多种方式探索解决大棚蔬菜
废弃物的途径。

叶果藤蔓变身沼液沼气

“项目把大棚叶果藤蔓和人畜粪便作为发酵材
料，投料后厌氧发酵20天左右就能出料，产出的沼
肥用于大棚使用，沼气直接通到玉皇新村社区。”
玉皇沼肥能源站项目负责人李泮武说，该项目去年
正式运作，每天可消化十余吨蔬菜废弃物，每月能
产沼肥100余吨，可供应周边200余个大棚使用。

能源站还根据用户种植蔬菜品种的不同，在沼
肥中添加一定的微量元素，用于不同蔬菜植物的生
长，提高蔬菜品质和产量。目前，该能源站生产的
沼液肥价格为每公斤1块钱。

目前，寿光在寿光蔬菜产业集团、顺泰、春晓
等园区建设蔬菜大棚沼气池1500个，年处理蔬菜废
弃物、秸秆1 . 5万吨。今年，寿光市农业局重点规划建
设领航特大型沼气项目。该项目是国家绿色能源县
重点项目，总投资1 . 18亿元，年可处理蔬菜废弃物
4 . 68万吨，粪污3 . 26万吨，年产沼气730万立方米、沼
液16 . 3万吨、沼渣2 . 5万吨，预计2015年底建设完成。

10公斤秸秆产1公斤木炭

沼肥能源站消化的主要是大棚垃圾中的叶果藤
蔓垃圾，华源秸秆项目则能解决作物秸秆。华源采
用高温碳化处理技术，年处理秸秆5 . 5万吨，年生
产生物质燃料3万吨。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预计今年7月底建成投用，投产后日处
理大棚蔬菜秸秆垃圾1000吨左右。

“所需原料包括茄棵、玉米棵以及其他蔬菜瓜
果的大棚垃圾。”华源秸秆项目负责人郭伯祥说，
经过集中收集、粉碎、压块、烘干、高温炭化、成
型等流程，产出木炭。10公斤秸秆大约能产出1公
斤木炭，主要用于鞭炮、蚊香等产品的制造以及烧
烤使用。项目建成后，整个纪台镇的大棚垃圾无害
化处理都可以由他们来完成。

目前，寿光已建设果园秸秆生物反应堆830亩，
大棚秸秆沼气反应堆4000亩，年处理各类秸秆5000
吨。发展秸秆固化加工企业2处，年消化秸秆4000吨。

菌种让蔬菜废弃物成为有机肥

在处理蔬菜垃圾上，菌禾生物走的是另外一条
路子。菌禾生物项目位于孙家集街道泽科村，目前
正在进行厂房建设，计划6月底投产。

据菌禾生物项目总经理李银奎介绍，这个项目
主要是通过在蔬菜废弃物中加入菌种，通过控制温
度、喜氧发酵、消灭蔬菜废弃物中的有害菌和害
虫。发酵结束后再通过粉碎、自然风干等工序制成
的液体产品可作为叶面喷施肥使用，若干燥加工成
固体有机肥，可做基肥用于花卉等。该项目年处理
蔬菜废弃物20万吨，每2公斤有机肥的营养元素含
量相当于1公斤三元素复合肥的含量。

寿光市农业局局长杨维田称，寿光已初步形成
了秸秆还田、沼气转化、蔬菜秸秆制作生物有机
肥、蔬菜秸秆固化制作生物燃料等几种综合利用大
棚蔬菜废弃物的技术。

目前，寿光大棚蔬菜废弃物年通过技术处理的
达到2 . 4万吨。

蔬菜废弃物

这样变成宝

广场舞大决赛
□石如宽 王静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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