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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卿
本报通讯员 万维

营子河、后楼河是崮河流域在日照市东港
区城区内的上游支流，也是城区的行洪河、景观
河。近年来，由于沿河污水管网覆盖严重不足、
雨污不分流，导致沿河两侧大部分生活污水直
排，上游很多小区和养猪场流出的污水粪便直
接排放进了河里，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活。

为了让城区的“龙须沟”再现碧水清波，东
港区把崮河流域综合整治列入了2014年的重点
环境整治项目，污染源防控、截污控污、治理河
道……全面打响治水攻坚战。

推行“河长”制

东港“治水”，不仅仅局限于水质提升，而是
一种全方位、立体式的管理，包括河道截污治
污、水资源保护、环境卫生整治、堤岸绿化、景观
改造提升等多个方面。

为进一步明确责任，东港区全面推行了“河
长”制。设立区、街道办事处、崮河流域各村社区
三级“河长”，并在河岸显要位置设置公示牌，标
明河长(河道管理员)的职责、负责河段范围、整治
目标，并在街道、村居宣传栏公布，接受监督。

“河长”挂帅，合兵出击。作为辖区营子河、
后楼河的“河长”，东港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刚多
次调研，连续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崮河流域
综合整治工作，指导制订崮河流域污染综合整
治方案。东港水利、住建等部门，选派精干技术
人员，深入河道整治工程现场，仔细测量、勘查，
科学制定了河道清淤、修筑河堤(护坡)、修筑重
力坝、村居生活污水收集等工程措施。东港区有
关执法部门，严查河道两岸乱堆、乱放、偷排污

水等违法行为。日照各街道安排专门资金，设立
河道保洁员、管理员，组建了专职保洁队伍，明
确了日常保洁标准及考核办法。目前，营子河和
后楼河沿岸的垃圾已经被集中清理，所有沿河
垃圾收集箱被取缔，共清理河道7公里。

掐断污染源

治污先治源。入河垃圾和畜禽养殖粪污是
造成河道污染的两大“元凶”。为了掐断污染源
头，东港区全力推进关停沿河畜禽养殖户、河道
垃圾清理工作。

该区组织对营子河、后楼河流域的养殖户设
施、规模、用地性质等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后，
明确了“鼓励转产、自愿搬迁、限期关停、违章拆
除、适当补助”的工作思路，通过进村入户下发营

子河、后楼河流域内畜禽养殖关停明白纸，耐心
细致做思想工作，赢得了群众的拥护。7月底前，已
全部完成了搬迁、关闭或取缔的工作。

针对入河垃圾这个重要的污染源，东港区
对营子河、后楼河等沿岸垃圾进行了集中清理，
取缔了所有沿河垃圾收集箱，并重新梳理规范
了沿河村居垃圾清运，调整完善了垃圾收集点。

提高污水处理率

河道污染，病在水中，根在岸上。岸上污水
没有经过处理就流入河道，是河道污染的“病根
子”，治水首先需截污堵源。东港区在清理河道
垃圾、关停沿河畜禽养殖户的同时，积极争取市
有关部门支持，加快推进营子河、后楼河污水管
道工程建设，提高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

营子河污水管道工程，共敷设管道2 . 3公
里，设置检查井66座，将污水管道城区段向上游
延伸。目前，已完成污水管道敷设1 . 35公里，同
时结合两河综合整治，随同道路及绿化建设一
并实施，预计近期实现全线通水。

后楼河污水管道工程，共敷设污水管道3 . 4
公里，将城市污水管网向上游延伸，承接高新西
区城市污水，并截留、接纳后楼河沿岸8个村居
及企业的生产生活污水，送往市高新区污水处
理厂、第三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目前，工程正
紧张进行，全线计划于12月底前实现通水。

目前，东港区崮河两岸畜禽养殖户已实现
全部关停，河道保洁长效机制已经初步建立，污
水管网正在加快施工。城区水面漂浮物得到及
时清捞，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日照市东港区推进城区河道综合整治，全面打响治水攻坚战

一城碧水入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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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河道，除了要以生态化整治为主要目
标，截污和保洁工程双措并举，更要充分注重
河道潜在亲水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开发，处理好
人与水、人与河的关系，体现人水相依、和谐
共处的理念。河道生态化整治的最终目的是改
善民生，提高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建设和谐

社会。下一步，我们要在河道整治过程中建立
公众参与机制，广泛征求沿河流域居民和专家
的意见，给予沿河流域居民充分的知情权、参
与权和建议权。为城镇居民提供适宜的人居环
境，让广大市民尽快享受到水清岸绿的治理成
果。

■书记点评

河水一日不清 治水一刻不停
东港区委书记 郑加贵

□李树增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今年，寿光迎来了四年一度的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以此为契机，寿光市城管执法局从管理
难点、重点入手，全力改善城市环境。

划线20000米，车辆停放规范有序。该局加强对非
机动车的划线管理和人员配备，先后在城区12条主干
街道两侧的人行道上，划定了1000处约20000米非机动
车停车位。同时，从社会上征集劝导协管员60名，劝导
身边市民规范停车。引摊归市，城区农贸市场“涨市”消
退。执法局对城区东郭、三里、西关三大农贸市场分别
制定了疏导措施：在东郭市场西侧，选定一处闲置院落
安置占道摊点；在西关市场北侧，搭建临时棚房，与市
场沿街房齐平，将占道摊点全部疏导进棚房内经营；三
里市场进行内部疏通，将外溢摊点全部内迁。目前，三
处市场全部整改完毕，周边环境秩序迅速好转。

车辆定位 摊点归市

寿光城管执法抓难点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宋杰 李胜男 报道
本报肥城讯 洗衣做饭有人帮、闷了有人陪着聊

天、生病能得到及时照料……9月30日，肥城市汶阳镇
西浊村78岁的陈大娘说起幸福院的生活，心里喜滋滋
的。当地把幸福院建设作为“幸福工程”列入村级民生
实事，120名像陈大娘这样的留守老人在镇上享受着幸
福安乐的晚年生活。

肥城市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大事小情“民生优
先”，公共财政支出向困难群众、农村、基层和社会事业
方面倾斜。今年以来，全市农村养老幸福院已建成21
处，在建29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户月人
均420元提高到470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
每户年人均2400元提高到3000元，五保集中、分散供养
标准分别提高到5000元、3700元，23949名城乡低保对象
及1891名五保户直接受益。

“在今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肥城主动放
弃一些中看不实用的‘面子工程’，不断倾斜财力投资

‘看不见’的民生工程，做实民生工程‘里子’。”肥城市
委书记张成伟表示。基于此，肥城市在全面抓工业上项
目、抓要素破瓶颈、抓服务建载体、抓环境促发展的同
时，将惠民生、办实事摆在优先位置，让群众切实享受
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今年，肥城市原计划投资一亿
多元打造的城市形象沙盘已被列入建设盘子，最终市
领导经反复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后果断淘汰了这个“大
工程”，转而将资金投入文化。截至目前，全市城乡有线
广播电视行政覆盖用户23万户，入户率86%。农村文化
广场总数达到550个，占全市行政村91%。

据统计，今年1—8月份，肥城市财政资金投入
18 . 98亿元在民生方面，占全市财政投入的49 . 6%，比去
年同期增加10 . 48%。

肥城近半财政做实
民生工程
大事小情民生优先获群众称赞

□本报记者 李梦 肖会 孙亚飞

“‘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帮包的主角，但
不应该成为带领村里脱贫致富的主角。”省残
联派驻莘县张寨镇郝庄村的“第一书记”王建
忠，从进村第一天起，就将帮扶的重点放在了
培养基层致富领头人上。

拥有多年养鸡经验的郝广施便是王建忠培
养的基层致富领头人之一。9月22日，记者见
到他时，左腿严重变形、身高不足1米的郝广
施跃上电动三轮车，正准备赶往养鸡场。“别
看广施腿有残疾，可他从没有因病向村里要过
帮助，帮扶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带起来一大
片。”王建忠告诉记者，当他了解到自力更生
的郝广施通过养鸡维持生计、照顾重病的父亲
后，当即决定给他贴息贷款，帮助他扩大养鸡
规模。“王书记不但帮我扩大了鸡棚规模，还
帮我联系了进鸡苗的渠道。”郝广施信心满满
地说。

在莘县张寨镇尚庄残疾人扶贫养驴产业基

地，同样身残志坚的基地负责人张和峰告诉记
者，养驴项目也是王建忠书记亲自帮忙办下来
的，是目前莘县唯一一家养驴基地。“养驴基
地刚刚建起来，东阿阿胶的人就找上门谈收购
合作了。近期我打算再引进200头驴，扩大养
殖规模。”张和峰介绍，养驴基地还提供集中
代养服务，就是说，村里贫困的残疾人可用扶
贫款购买小驴，基地替他们代养，他们每年每
头驴能拿到600元的分成，让村民们跟着致
富。在村里，乡村医生也成为了王建忠重点培
养的对象。张寨镇郝庄村的乡村医生郝庆宽
说：“全村1200名村民中，残疾人占了51人，
其中多是脑瘫、脑瘫后遗症患者。王书记选派
6名乡村医生到省残联康复中心集中培训，一
个重要的学习内容便是针对脑瘫的康复治疗
的。”

“‘第一书记’就是要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做党的政策的宣传队，农村党建的工作
队，脱贫致富的服务队。”王建忠说，“第三
批‘第一书记’任期满后，村里的发展还得依

靠有能力、有文化、有威信、待得住的年青村
干部，因为他们扎根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在
群众中有基础，所以最适合带领群众。”王建
忠说。

对于王建忠的观点，莘县组织部副部长鞠
洪奎深有感触。他介绍，莘县十分重视基层党
组织建设，并大力实施支部书记队伍升级换代
工程，把农村党支部班子建设作为一项经常
性、常态化的工作，每年都对村级班子进行整
顿。据悉，莘县2011年村“两委”换届时，对
思想老化、工作无特色、年龄偏大，特别是60
岁以上的支部书记进行了更换，撤换支部书记
262人。2012年、2013年，按照不低于10%的比
例又倒排了175个后进村进行着力整顿，更换
支部书记106人。2014年，莘县全县再次倒排
出136个后进村集中力量进行整顿，使这些村
已全部转化升级。

“村支部书记年富力强，为‘第一书记’
的工作提供了很大支持，通过‘第一书记’的
培养，这些村支部书记的工作能力又取得了质

的飞跃，形成了一支‘第一书记’信得过的支
柱力量。”鞠洪奎说。

“我叫张考民，今年34岁，2007年成为莘
县最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我们古云镇同智营
村，地处中原油田驻地，今年上半年投资1500
万元建设村民股份制商务综合楼，预计2015年
投入运营。下半年还准备为村民修6公里乡村
公路，利用南北对接机遇，大面积发展冬暖式
大棚……”8月10日，莘县古云镇村支书述职
大会召开，全镇村支部书记将一一述职，其结
果将由上级部门和群众代表逐一核对，不能正
确履职或完不成承诺的支部书记，将不能连
任，也不能领到正常工资。

莘县有省派22名、市派12名、县派655
名、乡镇派465名的四级“第一书记”，在
“千名书记进万家”活动中，基本实现了“对
1154个村的全覆盖。在带资金、带项目对帮扶
村“一对一”帮扶同时，将全新的思路理念带
给基层组织，引导帮助他们开拓思路，放宽视
野，使其尽快实现自身的机体造血功能。

“第一书记”将帮扶重点放在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群众领路人上———

莘县：“帮包”促农村党支部自主“造血”

□董卿 万维 报道
日照街道的河道保洁员每天清理2次河道垃圾。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马庆亮 报道
本报广饶讯 9月16日，在广饶县富源蔬菜种植基

地，菜农李友信坐在电脑前查看基地里的土壤墒情信
息。“鼠标点击几下，土壤墒情指标一目了然，十分准
确，不用再靠经验和感觉了，为田间管理提供了很多便
利。”李友信说。

传感器、量雨器、太阳能电池板……一个两米左右
高的监测站赫然竖立在基地蔬菜大棚外。据了解，这个
土壤墒情自动监测站设备的下端连接着一个埋入地表
以下的传感器，可自动记录和监测地下20厘米、40厘
米、60厘米及80厘米土层的墒情，精确测量土壤含水
量、温度、空气温度和雨量，并运用无线传感器网络技
术，实现土壤墒情实时监测、历史数据查询、土壤信息
及灌溉信息图表显示，不用到现场，就能准确把握田间
墒情。广饶县今年已投资25万余元，新建了8座监测站，
目前全县土壤墒情自动监测站的数量达到了10座，可
以覆盖到全县所有乡镇(街道)。

广饶：农田里
有了实时“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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