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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永顺 刘建滨 张娜娜 报道
本报广饶讯 作为东营市第一个试点的县

区，广饶县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自5月1日全面
运行后，已累计售卡2400张，租车总数77000人
次，日均使用550人次。

9月27日，记者在惠泽园、渤海尚城等小区
附近的公共自行车站点观察到，自行车使用率
达60%—70%。公共自行车给市民提供了一个方
便快捷的出行方式，数据显示，国庆节期间共使
用4000人次，平均一辆自行车日均使用5人次。

“在公共自行车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我就办
了张卡，我家距离单位几公里，现在上下班就靠
公共自行车。”市民李先生还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开车上下班，以3公里计算，一个月油钱将近
100元，公共自行车只要在规定的一个小时内还
车就可以免费使用。

广饶县以居民小区、公园、学校、医院等为
重点，布设38处公共自行车站点，每个站点自
行车运行量为30%—70%，站点内自行车数量
少于下限、高于上限时，系统自行报警，城市
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根据预警，及时调度自行车
上架、下架，保证市民群众有车骑、有桩存。

广饶县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主任房充军
告诉记者，已经购置的1200辆自行车中有700多
辆是已经供群众使用的，剩余的车辆作为调配、
维修车辆轮换使用。

“公共自行车很受大家欢迎，比我们预期的
要好。为提高库存剩余车辆的使用效率，我们计
划在2015年新增20个站点，每个站点配备25个
锁止器，更加方便市民出行。”房充军介绍，公共
自行车系统的建设运行为市民提供了便捷、低
碳、绿色的出行方式，缓解了城市道路拥挤，解
决了城区公交“最后500米”问题。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苏倩 报道
本报垦利讯 “老曹！老曹！快点给我看

看怎么办！”9月11日上午7点半，一阵急促的
声音打破了九十六户村清晨的宁静，村民张建
成一瘸一拐地向村里的卫生服务站走去，还没
到服务站门口，身着白大褂的老曹便急忙地迎
了上去，一把扶住了张建成。

满头白发的老曹，全名叫曹光辉，是垦利
县永安镇九十六户村卫生服务站里的一名乡
医，村民不论男女老幼，都习惯叫他“老
曹”。

“腿怎么了这是？”老曹边扶张建成走进
卫生站边询问情况，在了解到他是由于剧烈运
动造成的下肢扭伤后，给出了治疗意见。“回
去多静养几天，尽量少活动，适时涂抹点药膏
就行。”老曹叮嘱。

刚刚送走张建成，邻村92岁的张治平皱着

眉头走进了卫生站。老曹扶老爷子坐下后便
问：“是不是又吃了不好消化的东西了？”
“没太注意，可能吃了些吧，感觉胃不舒服我
就过来了。”张治平说。在将开好的甲氧氯普
胺片和健胃消食片打好包后，老曹又一次给老
爷子提了个醒：少吃油腻的食物、多喝水、多
运动。

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卫生服务站里来来回
回有6位病人前来就医，老曹依旧不慌不忙地为
他们服务，每个前来看病的村民在得到老曹的
“指点”后，都微笑着离开了卫生站。

1978年，18岁的曹光辉深知农村缺医少药
的现状，初中毕业便考进了当时的垦利县卫
校，学成后，又志愿回到家乡服务。这一个决
定，他便坚持了35年。

“刚开始那会儿，医疗条件、交通条件
差，但村里的老少爷们都指望着我给他们服

务，我不能‘掉链子’。”回忆起30余年的乡
医生涯，老曹依然历历在目。

最让老曹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从医
初期。1980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村里一位60岁
的老太太在家人的搀扶下找到了老曹。“老太
太当时一直捂着肚子喊疼，我初步断定病人得
的是阑尾炎，必须及时进行手术，但当时村里
和镇上都没有条件，所以只能送到大医院救
治。”老曹告诉记者。

由于当时交通条件差，他便和老太太的家
人共同商量并决定立即将病人送到当时的胜利
油田中心医院。危急时刻，老曹一分钟也没敢
耽误，便租了一辆马车将老太太送到了医院并
成功接受了手术。

由于老曹对待病人一丝不苟，一般的常见
病只要到他那里不出几天便能痊愈，前来找他
看病的人也愈来愈多，从开始一天几个病号发

展到现在的40余个，病人的来源范围也从最初
的九十六户村发展到周边四五个村庄。

“有时候吃着饭，一个电话打过来咱就得
抓紧过去。饭可以晚会儿吃，但病人的病情可
是越拖越严重。”老曹说，全年365天，他和家
人在一起吃完一顿饭的机会很少，甚至晚上想
睡个囫囵觉的机会都没有。

“多年前，我们卫校的校友聚会，发现多
数的同学都转行了。”老曹告诉记者，因为农
村医疗环境差，收入低，许多人出于改善家庭
生活而转投了其他的行业，但他却依然坚持认
为要“干一行，爱一行”，“虽然平时苦点
儿，累点儿，但我心里舒坦，为这个职业感到
自豪。”说起这句话，老曹眼神里带着坚毅。

2013年，在永安镇九十六户村的四德榜评
选中，曹光辉以最高票入选，成为了名副其实
的榜样。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李洁 报道
本报垦利讯 10月11日，垦利经济开发区

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封闭料场内一派忙碌景
象，随着两台铲车在作业场作业施工，扬尘瞬
间腾起两层楼高的气团。

与此同时，二楼操控台上，由技术人员电
脑操控的自动喷淋系统发挥作用，针对扬尘立
即喷洒出水雾，将粉尘的“嚣张气焰”压在了
平地上。“别小瞧这台机器，它可是我们公司
控制扬尘的宝贝。”公司技术总监赵树阳介
绍，该机器是他们公司自主设计的抑尘设备，
通过增加空气中的水分可以将因作业产生的扬
尘湿润，从而把粉尘污染降低75%，有效减轻
了对所在区域的环境影响。

中联针对区域环境保护所做的努力，是当
前垦利经济开发区辖区企业共同发展的方向。
近年来，随着“产城融合”步伐加快，绿色经
济成为垦利经济开发区发展的主基调，壮大高
端工业科技和高端现代服务业，建设绿色、低
碳、循环园区，引导企业向“绿”转型成为了
当地的重要任务。

为实现绿色经济的目标，垦利经济开发区
严把项目准入关，严格项目审批、核准、备案
责任制，严肃查处越权审批、分拆审批、未批
先建、边批边建等违规行为，严控金融机构贷
款，严控供水、供电等，并设立“高压线”强
化干部问责，严控“两高”项目上马。

在把好入区“绿色关口”的同时，垦利开

发区还积极引导区内传统产业，通过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加快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淘汰落后
产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
变。

在万德福集团，通过对大豆进行深加工，
利用产生的豆渣、豆清水进行沼气发电，再利
用沼液、沼渣生产有机肥，有机肥培育大豆，
实现了集团生产全过程的循环利用。对于这种
吃干榨净的循环模式带来的好处，万德福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经理张纪荣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通过豆渣等进行沼气发电一年可达1000万度，
全年便可为企业节煤2594吨，有机肥的产量2 . 7
万吨，可为垦利县5万亩的大豆种植提供优质的

原料。
截至目前，垦利经济开发区共有高新技术

企业12家，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8
家。

凭借绿色发展理念，一大批好项目纷纷落
户，宝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与德国HUHOCO公
司合资的减震材料项目，作为我国第一条减震
复合材料全自动化生产线在垦利开发区落地生
根；胜通光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BOPET
光学膜将填补国内空白。

此外，湖北高科技产业园、万达循环经济
园等50个项目也纷纷进驻，这些科技含量高、
产业结构优的低碳绿色项目，已然成为了区域
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

垦利经济开发区严把“绿色关口”力促传统产业革新

自制“神器”即时降服两层楼高粉尘

多数同学都已转行，他仍坚持全天候行医

乡医曹光辉35年守望故土乡亲

广饶公共自行车

促绿色出行

□李广寅 刘玲玲 报道
本报垦利讯 “自从俺们的莲藕有了‘荷塘

月色’这个统一的商标，价钱提高了，更好卖
了。”日前，垦利县汇鑫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社
员魏树平说。

黄河口镇积极探索“合作社+农户+基地”
的特色农业道路，成立了垦利县汇鑫莲藕种植
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荷塘月色”莲藕绿色商标，
以合作社为载体，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质
量要求，使莲藕生产上品牌、上规模、上档次。目
前，该合作社已带动105户村民种植莲藕3000余
亩，年可实现经营收入近1300万元。

黄河口镇农民的特色养殖之路也越走越
宽，孔雀、香椿鸡、藏香猪等特色养殖遍地开花，
越来越多的农民依靠特色养殖增收致富。在发
展特色农业的同时，黄河口镇结合优越的旅游
资源，培育农业休闲、观光、旅游业，提高农产品
的附加值。目前，该镇已建成“五七”干渠观光农
业产业带和多个观光生态园区。

黄河口镇生态农业

打响“品牌战”

□记 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段树芹 李伟伟 报道

本报利津讯 10月10日，走进位于利津县
城东北方向35公里外的汀罗镇前关村，整洁的
村容村貌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村里的铁门关遗址是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所以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在保持原貌
的基础上，改善村容村貌。”前关村村支部书
记崔星国介绍，仅有500来口人的前关虽然是
个老村，却随处可见赏心悦目的文化墙，既诲
人又怡情，面积不大但宽敞的广场则成了晚饭
后村民交流、娱乐和休闲的好去处。“村子
‘虽老尤新’的变化完全得益于乡村文明行动
的开展。”崔星国说。

自全市清脏治乱行动开展以来，汀罗镇分
层次、多渠道引导发动全镇各方面力量积极参
与到行动中来。

“乡村文明行动是利镇利民的大好事儿，

我们下最大气力去不折不扣地予以完成。”汀
罗镇党委书记王泽武介绍，汀罗镇结合各村实
际，累计组织劳动力8500余人，动用车辆620
台次，彻底清理道路沟渠620条，整治干线公
路、镇级道路和村内街道210公里，清运垃圾
8900吨，农村“脏乱差”局面实现了彻底扭
转。

“村里完成了清理整治，镇又运来了树
苗，大街小巷种上树，环境越来越好了。”汀
罗镇南码村党支部书记崔占利告诉记者，如今
村子面貌的变化让他始料未及。

汀罗镇采取先净化再绿化的模式，对清理
整治出来的村庄，集中实施了村庄净化、道路
硬化、文化广场建设、村庄绿化亮化、文化墙
建设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投资新建了1745平
方米的高标准生活垃圾转运站1处、垃圾池5
个，购买垃圾运输车6辆，并与昌邑康洁环卫
集团签订了托管协议，实现了镇政府管干分离

的工作体制，形成了对清脏治乱成果的长期维
护机制。截至目前，汀罗镇累计投资已达2000
余万元。

为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满足群众不断增
长的精神需求，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汀罗镇以大力发展群众文化为切入点，实施了
文化活镇、文明兴镇工程，积极开展“四德”
工程建设，建立大剧团带动小剧团模式，促进
庄户剧团发展。

目前，全镇在73个村设立了道德文化引导
员，指导各村成立“五老一新”道德评议
会，通过农民自己评议自己的形式来提高农
民思想道德素养；投资400万元建设乡村剧场
“七个一”工程，通过开展群众文化娱乐活
动，让主流的思想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根据就近原则，以村庄的自然分布为依据，
累计设立了8个乡村剧场，大大活跃了农民的
文化生活。

垃圾围村成历史 整洁乡村变常态

“文明乡村”成汀罗镇美丽名片

□刘智峰 刘叶叶 报道
生态农业风生水起

东营区牛庄镇的蓝海生态农业园区内工人近日正在管理蔬菜。东营区积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累计投入资金13 . 74亿元，建设现代农
业园区36处，标准化蔬菜基地2 . 6万亩，苗木花卉基地2 . 44万亩。

□李明 高杜康 张宝燕 报道
本报广饶讯 “有这些电子眼给咱们看家护

院，心里踏实多了，这两年谁家也没丢过东西。”10
月8日在广饶县广饶街道康居社区内，陪小孙子玩
耍的居民刘美霞说。

在广饶县，各个村居、社区、路口都装上了“电
子眼”，这些“电子眼”是该县“天网”工程中的一个
个节点，由这一个个节点密织成的“天网”，极大地
提升了广饶县社会治安防控能力。

8月11日，家住稻庄镇的赵女士在农村商业银
行分理处取了5000元的土地租赁费，回家后钱却
不见了，情急之下请民警帮忙寻找，民警调取了赵
女士取钱银行监控录像，录像中可以看到赵女士
取钱离开时，钱包从其兜内掉在银行门前，一名骑
电动三轮车的女子来到银行门口将钱包捡起后向
东驶去。根据该女子电动三轮车特点，民警又调取
了沿街及多个小区、村庄出入口的监控录像，经过
两天的寻找，终于帮赵女士找回钱包。

自2010年以来，广饶县、乡财政累计投入4800
多万元以县城区、城乡主干道、村居出入口和学校
幼儿园为重点，新建高清视频监控2600余套、治安
卡口215处，构筑起城乡社会治安视频动态监控骨
干网络。今年是广饶县连续第4年将视频监控建设
列入惠民实事，共投资300万元，补点扩面，新建城
乡主干道治安卡口42处、新建改建视频监控村150
个，实现全县城乡视频监控无缝隙覆盖。

目前，全县42处城乡主干道治安卡口已安装
到位，图像效果调试全部完成。同时，修订完善《广
饶县新建、改建居民住宅小区安全技术防范工程
检查管理办法》，将治安卡口等公共安全技防工程
纳入小区建设规划，督促2012年1月之后新建、改
建的居民小区全部安装出入口视频监控、治安卡
口等技防设施，有效提升了社区技防能力。

在密织视频监控网络的同时，广饶县高度重
视不断强化视频监控的实战应用，升级县公安局
视频监控平台，先后将12所医院、165所学校幼儿
园、5个大型商场、2个汽车站、4处银行等重点要害
部位的监控资源接入其中，完成了公交车、校车车
载视频监控配套，不断推动社会化视频监控资源
整合。该县规划建设实战化应用系统，充分利用视
频监控资源，实现对县内车辆、人员活动轨迹的有
效刻画；加强对案件事发地周围视频监控信息的
调用和研判，固定犯罪证据，为侦查破案提供强有
力的支持。

“电子眼”站岗

保平安

□卜令娟 报道
近日，胜利农合行工作人员走进东营区辛店

中心小学，开展了主题为“金融知识早接触，走
向社会有帮助”的金融知识宣传活动。他们采取
互动的方式，向小学生介绍了金融基础知识，并
发放了少儿理财日记本。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牟元元 报道
本报广饶讯 在广饶县大王镇阳河小区，

经常能看到一位戴着眼镜、穿着整洁的老人，一
手拿着扫帚，一手拿抹布提水桶，默默清扫卫
生。他就是十几年如一日义务打扫卫生的退休
干部张富贵。

提起张富贵，小区里的人对他赞不绝口。小
区的清洁工贾桂梅说：“张老师把工作做在我们
前面，我们不光要感谢他，还要学习他哩！”

2002年退休的张富贵和老伴住进阳河小区
后，每天都把整栋楼的楼前、楼后、道路、绿化带
打扫得干干净净。住在同一栋楼的李女士说：

“有天早上不到6点，我听到楼下有扫地的声音，
我寻思物业员工好勤快啊，这么早就打扫卫生，
特意朝楼下看了看，才知道是张老师。”

面对表扬和感谢，张富贵说：“我是一名有
着45年党龄的老党员，退休后领着国家的钱，闲
着没事打扫一下楼前卫生，活动一下身体对我
来说是一种锻炼。”

十几年来，他每天早上不到5点起床，在小
区健身广场锻炼半个小时后，就拎着清扫工具
开始打扫卫生了，不管是落叶、垃圾，还是积雪、
积水，他都清理得干干净净。平常，他只要看到
地上、绿化带内有垃圾，就会马上捡起放到垃圾
桶里去。张富贵也有苦恼：“有的人在楼道里嗑
瓜子，从顶楼到楼下都有，要是每个人都自觉地
爱护环境，小区会更整洁。”

六旬退休老人

义务清扫十余载

□李广寅 朱海龙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0月8日，不到7点，东营区史

口镇劳家村的文化广场便有了人气，村民们边
说笑边锻炼身体，文明气息格外浓厚。在这个
1600多平方米的广场上，有10多件健身器材和
一个篮球场，周边绿树红墙，画满了宣扬中华传
统美德的宣传画。每当早上或者傍晚，村里的孩
子们都争先恐后到广场上去打球玩耍，老年人
们则锻炼、散步、聊天。

谁能想到，这里原来却是一个盘踞村中几
十年的垃圾湾，过往村民无不皱眉。村集体没有
一分钱经济收入，想改造却一直有心无力。

东营市纪委下派工作组到村后，立即把解
决这一问题作为首批工作任务之一，先后办起
了农民图书馆、农企联合远程培训中心、文化大
院、文明宣传栏等一系列设施，全面改善了村庄
环境。

劳家村垃圾湾

变身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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