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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兴盛

到法院起诉包工头拖欠工资7天后，小刘
就拿到了欠款。“效率之高超乎我们的想
象。”小刘说。

今年初，小刘等5人跟随包工头李某来到
寿光某地产项目干建筑。5月底，李某撤出该
项目，但工人工资迟迟未兑现。5名农民工被
拖欠的工资少则7000元，多则2万余元。为讨
要工资，小刘领着4名农民工先后找到工程项
目部、劳务公司及劳动主管部门，却没有结
果。

无奈之下，小刘将相关责任人诉至寿光市
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随后组织劳务公司、工
头李某及项目部负责人员调解座谈。通过3天
的努力，终于，劳务公司同意按照协议约定价
格对已完工工程进行结算。案件调解后4天，
小刘等5人领到了工资。

“我们要敢于承诺，为农民工讨薪维权撑
腰。”寿光市人民法院农民工维权领导小组组
长王光才说，今年初，该院成立农民工维权工
作领导小组，并制定实施《关于加强农民工讨
薪案件办理工作的意见》，开通了农民工讨薪
维权“绿色通道”。截至目前，该院共受理农
民工讨薪维权案件64件，涉及农民工110余
人，涉案金额90余万元。

诉状格式化

小韩是四川绵阳人，受雇于包工头杨某开
挖掘机，两年下来被拖欠工资4万余元。小韩
来到寿光法院立案信访大厅，向导诉台说明原
委并出示工资欠条。导诉台法官拿来格式化的
农民工讨薪民事诉状，帮助小韩准备相关诉讼
材料。“我还担心写诉状很麻烦呢，结果只需
要填空就行了。”小韩说。

针对农民工法律知识相对欠缺、诉讼能力
相对较弱等情况，寿光法院加强诉讼指导和风
险提示，制发并提供格式化民事诉状。

小韩的案子立案庭审查受理后将案件分流
至速裁庭，提前排期、优先审理，并于当日向
被告杨某送达应诉手续。答辩期满第二天开庭
审理、当庭宣判。判决生效后，因杨某在规定
期限内没有主动履行判决义务，依申请案件进
入执行环节，执行二庭杨洪江庭长办理了冻结
杨某银行账户、查封挖掘机手续。在教育引导
和强制执行压力下，杨某履行了支付义务。历
时不到一个月，小韩拿到了欠薪。

据民一庭庭长郑良忠介绍，近年来，随着
法院“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一般民事诉
讼案件从立案到执行结案，平均办理期间在半
年以上。而农民工讨薪维权“绿色通道”，从

立案、审理到执行结案，历时不满一个月。

不用花一分钱

来自济宁的张氏父子，跟着包工头李某辗
转寿光多个建筑工地，老张干瓦工，小张干杂
工。3年来,李某共拖欠父子俩劳动报酬11万余
元，后来人也去向不明。来到法院，老张很担
心李某跑了，还担心打官司得花不少钱。导诉
台人员建议老张立即立案并申请保全。立案庭
副庭长张健根据老张提供的身份证、暂住证等
确定其农民工身份后，为其免除2500元的诉讼
费、1070元的申请财产保全费，同时免除其担
保义务，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所幸，因财产保全及时，冻结李某银行某
账户款项11万余元。判决生效后，案件进入执
行环节，扣划冻结款项并过付张家父子，张家
父子没有花一分钱就要回了欠薪。立案庭张俊
香庭长说，以往追索劳动报酬案件，农民工要
交纳诉讼费，申请财产保全的还要交纳保全费
并提供相应财产作为担保，让许多人望而却
步。现在，农民工来法院讨薪，不用再花一分
钱。

《关于加强农民工讨薪案件办理工作的意
见》规定，凡经审查确认身份属于进城务工人
员、诉讼请求属于追索劳动报酬的，根据当事

人申请，一律免交诉讼费用。对于此类案件的
审理，一般适用简易程序，采取先行裁决、先
予执行的措施，保障立、审、执一路畅通，破
解农民工讨薪难题。

法院帮调查取证

小邹是来自湖南山区的一个小姑娘，初中
毕业即随老乡来到寿光给某家庭旅馆打工。老
板当时许诺月工资1200元，包吃住。但是，3
个月过去了，小姑娘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
资，老板还以生意不好为名把她赶出了旅馆。

来到法院立案，听说要举证，小邹说：
“家庭旅馆，就我一个外人，他们不承认，我
也没法证明我在那里干过啊？”立案庭依申请
立案，民一庭副庭长汤培新受理，启动调查取
证，多次到该旅馆调查，最后经邻居和一长期
租户证明，小邹的确曾在此工作过一段时间。
在证据面前，家庭旅馆夫妇承认欠薪并表示立
即偿还。不久，小邹拿到了人生第一份工资。

汤培新表示，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寿光
市人民法院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
基础上，积极引导农民工提供证据。当农民工
确实举证不能时，根据法律规定依职权调查取
证，彻底扭转了农民工在诉讼中的相对弱势地
位。

建讨薪“绿色通道” 审理适用简易程序

寿光法院为农民工维权“撑腰”

□ 本 报 记 者 单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朋

近年来，持续不断的雾霾污染、水污染
等环境恶化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环
保工作也因此被推向了全社会的风口浪尖。

今年初，寿光市人大将“加强大气污染
治理”列为1号议案。在寿光市政府面向社
会承诺办理的30件实事中，生态环保方面就
占了10件。

改善大气质量须打“持久战”

由于工业燃煤量大、化工企业有机污染
物排放量大、机动车保有量大和扬尘污染严
重等问题，2011年以来，寿光频发大面积雾
霾且呈逐年加重态势。

2013年，寿光城区空气质量优1天、良
174天，全年空气优良天数比潍坊城区少13

天。其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
PM2 . 5等4项污染物年均浓度分别为每立方
米99微克、53微克、167微克和108微克，分
别超标0 . 65倍、0 . 32倍、1 . 39倍和2 . 09倍，超
过全省去年平均水平。

“大气污染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也不是
单个区域污染造成的，治理不可能一朝一夕
完成。”寿光市环保局局长崔维川说，从国
内外治理经验看，改善空气环境质量，特别
是治理雾霾天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要
做好基础性工作，也要与周边地区搞好联防
联控，“既要打好阵地战，也要打好总体战
和持久战。”

“以羊口镇、台头镇、侯镇、古城街
道、城区和田柳镇等6大片区治理为重点，
寿光连续4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寿光市环保局副局长王丰顺
说，“一企一策、细节治理，对存在烟尘、
扬尘、粉尘和异味的企业查摆问题后，与其
签订责任书，明确了治理标准和时限。”

自去年7月至今，寿光18家重点燃煤企
业投入2 . 7亿元，安装了脱硫脱硝除尘设
施。投资40亿元，实施了富康制药、联盟化
工、金玉米等重点企业退城进园工程。截至
目前，168家企业的大气治理任务已完成，
累计投资11 . 3亿元。

为了更全面地掌握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状
况，今年初寿光决定在全市15个镇街区分别
安装一台PM2 . 5自动监测设备。截至8月18
日，设备安装全部完毕。

多“龙”联手治污水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崔维川说，
“今年以来，寿光市环保局、住建局、水利
局联合出动，相互督促配合，共同打好污水
治理战。”

去年初，由寿光市住建局负责、环保局
配合的“消灭污水直排战役”打响，共确定

了6处污水处理厂的升级改造任务。目前，
侯镇、羊口镇项目区等2处污水处理厂的升
级改造已完成，化龙镇、台头镇污水处理厂
已分别完成总工程量的60%和50%，羊口、
侯镇、稻田等7个镇共完成污水收集管网
28 . 7公里。

由寿光市水利局牵头负责、环保局配合
的“河道生态修复战役”同步打响。目前，
弥河治理工程正在进行初步设计；桂河、张
僧河治理工程已完成前期准备；营子沟、联
四沟、东、西马塘沟等河道治理工程完成清
淤68公里；文圣街至寿济路段丹河生态湿地
已完成工程设计。

“3年前，小清河入海断面的化学需氧
量为每升72毫克，污染问题严重。”王丰顺
说，近年来，寿光投资3亿元，对小清河、
张僧河等境内4条河流实施了高标准清淤治
理和生态修复工程，使其稳步恢复鱼类生长
标准。小清河入海断面的化学需氧量降到了
每升32毫克，水污染问题得以解决。

建立协同配合新机制

今年3月，圣城街道李二村村民魏金汤
在村东侧废坑内存放炉底灰，未采取防尘、
防渗措施，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圣城街道
管理人员劝说、督促后，该村民将炉底灰彻
底清运。

今年以来，针对大仓村废品收购点乱烧
垃圾、西关社区某浴池冒黑烟、南关建材市
场某个体业主喷漆扰民等现象，由圣城街道
牵头、有关部门配合，加大了对辖区内冒黑
烟、粉尘、扬尘、恶臭、异味、噪声等引发
环境问题场所监督管理，减少了环境信访案
件的发生。

6月中旬，寿光市环保局利用10天时
间，分别与15个镇街区面对面逐一落实了环
保工作任务，进一步明确了各镇街区环保责
任，推动了环保问题的属地解决。

今年以来，寿光对全市15个镇街区环保
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摸底和梳
理，并列出了详细的负面清单。

“针对清单中所列出的问题，寿光环保
局逐一到各镇街区，与其主要及分管负责人
进行了衔接研究，建立了环境问题解决新机
制。”崔维川说，“明确了生态环保工作由
镇长主抓，确定一名班子成员分管，并配备
固定工作人员负责落实。”

通过新机制的建立，截至目前，寿光已
完成环境污染治理投入10 . 2亿元，关停环境
违法项目105个。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王 朋

5月19日，寿光市向15个镇街区下发了
《关于尽快解决辖区内突出环保问题的通
知》，每份通知后附了一张该镇街区的“亟待
解决的突出环保问题”清单。

羊口镇的问题清单共5项，包括鱼粉企业
关停取缔问题、配套管网建设问题和企业环评
手续办理问题等。

针对鱼粉企业关停取缔问题，通知要求羊
口镇政府进一步加快制定、落实辖区内鱼粉厂
的关停政策，确保尽快全部关停到位。

“鱼粉加工是羊口镇的传统行业，已有近
30年的发展历史。主要以小型鱼类为原料进行
蒸煮加工，制成饲料、鱼油等产品。”寿光市

环保局副局长王丰顺说。
因加工过程产生的异味问题，羊口镇曾于

2010年拟关闭鱼粉加工行业，但引发了渔民上
访的群体性事件。为集中整治该问题，2010
年，羊口镇将50余家小型鱼粉加工户整合成9
家鱼粉厂。

2011年至2013年，各鱼粉厂加大环保投
入，完善治污设施，异味问题有所改善。但
因目前国内尚无成熟的鱼粉异味治理工艺，
异味污染难以根除，再次导致多次群众投
诉。

为彻底解决鱼粉厂异味污染问题，经研
究，寿光决定对辖区内的所有鱼粉加工企业全
部实施关停。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羊口镇研
究制定了关停实施方案。

关停工作自今年3月份展开后，羊口镇用

一个月的时间对各鱼粉厂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摸
底，最终决定采取经济补偿方式，按其现有锅
炉吨位，分别给予每吨15万元至30万元的关停
补贴。

“6月初，羊口镇政府组成9个工作小组，
分别包靠各鱼粉厂的关停事宜。”王丰顺
说，目前9家鱼粉厂已全部进入拆除生产设备
阶段，到年底，全市鱼粉生产污染将彻底解
决。

在圣城街道的环保问题清单中，列出了环
境投诉管理问题、企业搬迁问题和料场扬尘控
制问题等6项。

清单要求，对列入搬迁计划的山东巨能金
玉米开发有限公司、潍坊大有生物化工有限公
司等企业，圣城街道应及时督促，加快其搬迁
进度，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搬迁任务。

据了解，1998年，金玉米公司建设了淀粉
生产一线和热电车间，次年建设了淀粉生产二
线，2003年建设了赖氨酸生产车间和变性淀粉
生产车间，水处理车间属于淀粉和赖氨酸车间
配套建设项目。

按照寿光市政府退城进园搬迁计划，金玉
米公司淀粉一线于去年6月停产。今年6月，开
始停产淀粉二线、赖氨酸车间和变性淀粉车
间，7月5日完成停机。目前，已进入设备拆除
阶段。

“清单中所列明的问题，是该镇街区应当
予以优先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是老百姓关心、
关注的重大问题。”寿光市环保局局长崔维川
说，部署在先、落实在后，只有不折不扣完成
任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老百姓才
会认可和满意。

寿光列出“环保问题清单”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占道经营、垃圾满地、交通拥堵等现象是很多农
贸市场的通病。近日，寿光集中对市区农贸市场进行
整顿。如今，农贸市场道路变堵为疏、地面干净整
洁、摊位整齐划一，老百姓更愿意去市场买菜了。

8月28日，在东郭市场，市民洪素梅正在买水
果。“我家住东营社区，离这个市场很近，天天都来
这里买菜。以前地面有些脏乱差，整顿后干净了，过
道也宽敞了好多。买菜舒心了。”洪素梅说。

据东郭市场承包人赵龙湖介绍，2004年东郭市
场建成使用，面积3000平方米，共有270家商户。
市场周围小区密集，每天往来的人很多，整顿起来
并不容易。

“千人千模样，万人万脾气，有些人好说好道
就能听，但也有人不听。”赵龙湖说，近几年，随
着市场发展，很多商贩开始在路边占道经营，停车
位都被占了。

“学院路东郭市场段短短三四百米的距离，开
车需要走上半个多小时，有时候电动车都动不了。
塑料袋子到处乱刮，买东西的、卖东西的都随手扔
垃圾。”东郭社区居民李长福说。

为了彻底整治占道经营、乱扔垃圾等现象，东
郭社区调动挖掘机，花了3天时间清理市场内美食
街地面上的油污，并从路政管理所请来升降车清理
了棚顶，给经营户门前划线，要求商户线内经营、
整齐划一。

“今年春节后，市场还成立了蔬菜农药残留监
测站。卖菜的随机抽样，每天不低于15样，化验结
果一天一公示，贴在市场南大门的公示栏上，让百
姓吃得放心。”赵龙湖说。

与此同时，东郭市场还清理了学院路西边原来
堆放建筑垃圾的地方，整平地面，铺上了地面砖，
把原来占道的水果摊和小吃摊都规整到了西边。

马中路夫妇从外地到寿光卖小吃已经两年多
了。“我们之前是在路边上卖炸鱼，现在搬到这边，
还安装了防蝇网，更干净卫生了。”马中路说。

与东郭市场不同，位于广场街以南石马路以西
晨鸣路以东的西关市场，是以蔬菜、肉、海鲜、豆
制品、水果等批发为主的综合性农贸市场，也是寿
光最大的水果蔬菜批发市场。“地处城区，饭店
多、居民多，市场主要供货给饭店、企业食堂以及
其他的农贸市场。”西关社区党支部副书记贾树经
介绍。

“冻鱼、冻肉等食品一化冻就需要打扫。批发
量大，商户数量多，管理难度也相对较大。”西关
市场负责人刘睦勇告诉记者。

“原来卖水果的一直路边占道，有的都摆到马
路上。你摆你的，我摆我的，互不相让。”圣城街
道经贸主任郭平说，为了整顿占道经营，疏通道
路，西关市场边上新规划了水果市场，新建了两排
共56间板房。

现在，56个板房全部招标完成。“刚开始我并不
愿意搬进样板间，因为成本增加了。搬进来后，房间
里有电，能吹上风扇了，也不用日晒雨淋了，条件好
多了。”已在西关市场卖了10年水果的石永军说。

寿光环保战祭出“组合拳”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5日，针对日前群众反映的

“蔬菜秸秆处理工程进度及相关扶持政策”的问
题，寿光市农业局作出以下答复：

一、加强财政支持。通过与相关企业、部门的
调研，初步确定了每处理1吨蔬菜秸秆，给予企业
30元资金补贴的扶持政策，试运行结束后，自2015
年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目前，我们正在针对
如何计算秸秆处理量及企业如何收集没有杂物的蔬
菜秸秆等问题进行调研探讨。

二、强化项目扶持。为推动蔬菜秸秆处理项目
顺利实施，目前，我们正在积极与上级对接，申报
省耕地质量提升计划项目，将全市所有符合条件的
秸杆资源化利用企业，全部纳入了项目扶持范围，
并根据企业的发展现状和实际需求，列出了具体的
项目扶持资金。省里对项目批复后，我们将马上组
织实施。

三、探索运输扶持政策。市政府初步制定了，
由环卫部门对企业3公里以内的蔬菜秸秆，进行无
偿运输的扶持政策。经过前一阶段的运行，发现由
于环卫部门没有对蔬菜秸秆的分拣能力，致使运到
企业的蔬菜秸秆掺杂砖块、塑料薄膜等不可利用的
杂物，企业无法正常利用。目前，洛城街道和纪台
镇分别与辖区内秸秆处理企业进行了对接，初步形
成了新的运输方案：一是企业自己与农户对接，对
蔬菜秸秆进行运输；二是企业与村对接，由村两委
与农户对接，对秸秆进行统一收集后，由企业自行
运输。针对上述两种模式，通过试运行，确定最终
运输方案，由市政府对企业进行运输补贴，该项政
策预计2015年正式实施。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5日，寿光针对群众反映的

“羊口镇区医疗卫生条件落后，不能满足群众就医
需求”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答复。羊口镇答复如下：

寿北开发以来，由于羊口园区企业陆续投产、
职教中心搬迁入驻等，致使人口激增，先后落户项
目100多个，镇域人口达到9万人，而目前羊口仅有
一家羊口中心卫生院，21所村卫生室，现有的医疗
水平和资源已不能满足当地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

对此，羊口镇投资8000万元，新建了13层的羊
口医疗保健中心，设计床位200张。为提升医疗水
平，医疗保健中心准备由寿光市人民医院整体托
管，目前新院内部装修已基本完成，9月20日正式
移交市人民医院。在医生配备方面，将抽调人民医
院各科室业务骨干到新院工作，定期邀请省内外知
名专家来羊口坐诊。设备配备方面，已订购德国西
门子16层螺旋CT、全自动生化仪等部分大型设
备，争取用3—5年时间发展成为区域性医疗中心。

羊口投8000万

建医疗保健中心

整顿后

百姓更愿来买菜了

寿光扶持

秸秆处理企业
8月25日，寿光市环境监测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抽样水质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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