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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截至目前，俄国内通货膨胀率已近9%，国内
食品价格涨幅达3%至15%，受此影响，我省青岛、
济宁等地出现了草莓、鸭梨和大蒜遭俄罗斯客户
抛货和甩柜的现象，损失严重。

卢布疯狂贬值，寿光菜商受伤

23 综合

距寿光市区50分钟车程的侯镇西柴村，是一个
有着600余年制陶历史的名村。西柴村曾盛产青砖
瓦，明永乐三年（1405年）始从村西北五里外取红褐
黏土，烧制盆罐，并以“柴庄罐子盆”闻名当地。

柴庄土陶：制陶工艺的活化石

24

在2014年村“两委”换届工作中，寿光应换届
的行政村975个、城市社区13个。截至1月5日，全市已
有955个村完成党组织换届选举，占97 . 9％；952个村
完成村委会换届选举，占97 . 6%；13个城市社区“两
委”换届选举已全部完成。

风清气正选出好班子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 兵

小路干干净净、庭院整洁清新，每隔100
米就有一处垃圾回收装置。记者在寿光市圣城
街道后朴里社区看到，村民们自觉地将垃圾放
到垃圾桶内。

“以前村里可是脏乎乎的。”村民李安春
说：“有些人乱扔垃圾，甚至将污水倒在家门
口。时间长了，垃圾成堆，路面结冰，自己出
门都受影响。”

自从村规民约里规定了村民打扫卫生这条
后，村里变了。“村民负责自己区域内的卫
生，大检查达到标准的，每户每年奖励500
元，达不到标准的每户每年罚款1000元。”后
朴里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安源说。

2010年，后朴里社区将“卫生保持”列入
了《村规民约》。2014年，在大多数村民代表
的提议下，又将该条进行了完善，奖罚明晰。
目前，后朴里社区绝大多数家庭得到了500元
的卫生奖励，只有极个别的家庭因为清扫不彻
底被开了罚单。

社区管理“积分制”

站在洛城街道中南社区付国海家往外看，
弥河波光粼粼，绿树、草坪围绕着楼房。走在
小区里，不见一个纸片、塑料袋。“我们这个
小区管理得很好，风景也好，家里取暖也很
好。社区说干什么，村民都积极响应。”付国
海说。

中南社区为民服务中心经理李清涛告诉记
者：“社区第一次征收物业费，1700多户的费
用两天内就收齐了。”

中南社区是三个村回迁成立的，2013年9
月入住。刚开始，一些村民的行为让李清涛非
常头疼。

李清涛调出一段录像给记者看：某个晚
上，一个人来接他一个朋友。那人出来后狠狠
地把一个栏杆踹倒，然后上车走人。

监控录像还记录下了其他与社区不和谐的
情况，如破坏公共设施，楼道内乱放物品等。

怎样才能把这些不良行为改掉？社区决定
制定村规民约。据中南社区党委副书记孙光诚
介绍，村规民约里有许多禁止性的东西，如不
得乱扔垃圾等。但一段时间后发现，一些陋习
还是没有改。

“村规民约太笼统，只禁止村民干什么，但
没有处罚措施，因为社区没有处罚权。”孙光诚
说，后来社区又想出了实行积分制。比如，在公
共部位改建的扣10分，不听劝阻的扣50分等，并
把处罚通知在每个单元的通告栏里公开。

中南社区把村规民约细化到每个行为，处
罚与积分挂钩，1分10块钱。同时，积分和年
终福利分红再挂钩。“与个人利益挂钩后，村
民开始自觉了。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小区，多有
秩序！”中南社区党委委员邵明贵说。

男女平等写进村规

“俺家两个女儿也能入族谱了，谁再干涉
就是违反村规民约。”双王城生态经济区李家
坞村村民、纯女户侯砚美对记者说。

去年11月底，李家坞村展开村规民约大讨
论，把“女孩信息入家谱”、“男到女方入户
享受当地村民同等待遇”等内容添加到村规
中。现在走在街上，侯砚美觉得腰板更直了。

“新村规更好用了。”李家坞村妇女主任
李增芬称，以前的村规民约简单、含糊，操作
性差。经过全体村民多次讨论，这次村规修改
坚持男女平等、移风易俗的原则，决定在村务
管理、家庭生活、户籍管理、土地承包、集体
利益分配、家谱编纂及婚丧祭祀等方面，男女
享受平等待遇。

李家坞村规还规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的，取消该家庭享受村内福利的权利。“这对
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太有帮助了。”李增芬说，

村规民约让计划生育工作从原来单纯的政府他
律，变成了村民自律、村民相互监督、政府他
律“三位一体”的格局，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
大家的生育观念。

李增芬注意到，在村规修订过程中，村民
们格外关注福利待遇和民俗改革。“我们充分
保障女性村民的发言权，每次讨论女性代表比
例都在四成。女性有了发言权，男女平等的观
念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李增芬称。

从“比厚葬”到“攀厚养”

“与许多农村一样，过去的西刘营村，但

凡哪家老人过世，都会有吹喇叭、烧纸钱、烧
纸马车、摆馒头祭的，不仅花样繁多，且攀比
之风越演越烈。自打将‘厚养薄葬’纳入村规
民约后，村里白事大办的现象再也没有了。”
稻田镇西刘营村红白理事会成员刘荣阁说。

2011年12月，西刘营成立了移风易俗小
组，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制订了《丧事
从简改革实施办法》等规章制度，并纳入村规
民约。

“我们村禁止重殓厚葬、大操大办，要
求统一到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禁止在
村内摆设灵堂、吹喇叭、摆宴席，不准披麻
戴孝、三拜九叩，并对每位逝者家庭给予500
元补助。”刘荣阁说，当时挨家挨户下发规

定，并带领村民与殡仪馆签署协议。自此，
该村与“丧事大办三天”等陈旧习俗彻底告
别。

为方便老人生活，西刘营新社区建成后，
楼房分发时老人优先，75周岁以上老人家庭可
优先选择一楼。村里还定期组织给老年人免费
查体，春节、中秋等节日，老年人会分到过节
物资。村里还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入了人身
意外保险。

“现在村民们也在改变传统的表孝心方
式，思想上逐渐从‘比厚葬’转变到‘攀厚
养’。”西刘营村党支部书记刘专奎说。

目前，“厚养薄葬”、“丧事从简”已经
在寿光大多数农村实现。

农民上楼后，旧的生活习惯如何与新社区相适应？

在法律空白地带，村规民约为寿光带来巨变———

村规民约，“约”出农村新生活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月1日11点，从彩椒大棚一回到家，李宝
先就打开电脑，登录阿里巴巴网站，看有没有
顾客留言。浏览完后，他又进入彩椒论坛。有
网友“河北晴岚”请教：“彩椒灰霉病怎么
办？”“灰霉病从叶底部浸染，掐去一块，就
可以大大减少病虫害。”李宝先回复。

作为彩椒论坛管理员，李宝先还把自己摸
索出来的种植经验详细地介绍给网友。

李宝先是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村民，
有多年种植彩椒的经验。“上网是为了让更多
的客户了解彩椒，知道东斟灌村。”李宝先向
记者解释说。

早在2005年，李宝先就领略到了网络的魅
力。那一年，两位新疆的客户通过网络了解到
东斟灌村，后来他们把这里的彩椒卖到了俄罗
斯。

李宝先告诉记者：“客户越多，彩椒销路
越顺畅，价格也能提上去，村民才能赚更多

钱。”
“信息对农民越来越重要。”东斟灌村党

支部书记李新生说，每个“玩棚的”村民必须
会用智能手机。

2013年初，东斟灌村与中农立华寿光分公
司签订合同，加入蔬菜产品安全绿色体系。
“进入这个系统，就知道这是谁种的菜、中间
怎么管理的、用的什么药。”李新生说。

每次进入大棚前，李宝先都要拿出手机，
扫描一下棚门口的二维码。“扫码，输入，提
交，再确定，再返回，提示操作成功，后台就
有我们的数据了。今天应该是输上‘打杈’，
再就是一些操作规程了，后台自动记录这些信
息。卖菜时，我所有信息都在二维码上。”李
宝先说。

东斟灌村的彩椒主要出口俄罗斯、新加
坡、韩国等地。李宝先说：“外国人买彩椒扫
描二维码，也可以知道是我种的。每个环节咱
都得细心，保证不出差错。”

彩椒来说一年可以收4茬，这就意味着李

宝先一年到头没有空闲。现在这个季节，彩椒
斜枝乱杈特别多，整枝、打杈是这段时间最主
要的工作。这不仅是个精细活儿，也是个辛苦
活儿。在大棚里，李宝先弓着腰，边走边整枝
子，整一棵挪一个地方，像侍弄一件件工艺
品。这一蹲就是一天。

“彩椒长得快的时候，整枝就是六七天一
次。”李宝先说，有些彩椒出来一些杈枝，这
个头要继续长，边头都得掐去。一般一棵彩椒
是留四根枝，一根枝子长一个果，一个果250
克左右，下一茬再长。

李宝先是村里公认的种彩椒能手。“他种
的彩椒生病少、产量高、色泽好。”村民李新
生说。

李宝先觉得，彩椒要求的技术含量相比其
他作物稍微高一点儿。比如，种植前必须用一
些生物菌剂防死棵。在成熟时期，彩椒容易出
现一些小裂纹，要注意通风。冬天气温低，开
通风口的时候不能“呼啦”一下子开得很大，
要一点一点地开。

近年来，蔬菜价格波动很大，而李宝先却
没有担这个心。因为不仅东斟灌村本身吸引了
众多客户，村里还成立了果菜专业合作社、建
立了自己的彩椒市场。李宝先只需将成熟的彩
椒拉到彩椒市场上就可以了。

李宝先告诉记者：“合作社为方便社员，
建立了一个收购平台。一些客户到市场上来收
菜，看看你的彩椒，今天多少钱后，给填上单
子。收菜之前，客户必须把菜款交到合作社办
公室里。菜农卖了菜以后，去合作社办公室结
算，不从客户手里拿钱。”

经过合作社统一包装的彩椒，打上东斟灌
村自己的“斟都”牌子，销往国内外市场。

在网上，李宝先注重维护“斟都”这个品
牌。他学会了修图片以及简单的网页设计。东
斟灌村自己也建了专门的网站，彩椒的实时价
格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也放
在了网站显眼的位置。

“我们要把‘斟都’做成让消费者放心的
绿色品牌。”李新生说。

蔬菜销售信息网上发布 进棚前先扫描二维码

“玩棚的”，得会玩智能手机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2014年12月27日上午，记者走进寿光市古城街
道垒村郑在成家中时，他连忙招呼我们坐下喝茶。
郑在成摁下电源开关后，电热壶自动烧水。郑在成
把小茶杯挨个用开水烫过，泡好的茶氤氲着，散发
出淡淡的清香。第一遍茶水倒掉后，他才开始往茶
杯里倒。“以前哪有这习惯，喝茶用茶缸泡一大
杯，咕咚咕咚喝下去，就是牛饮啊。”郑在成说，
“现在走到哪家去，都有完整的茶具。大家喝茶越
来越讲究了。”

郑在成的妻子武玉华告诉记者：“住上楼后，
我们的生活上了一个台阶，大家的衣食住行都变了
样。”记者看到，郑在成家墙上的电子温度计显示
着室内温度为19℃，客厅里摆放着富贵树和幸福
树，绿意盈盈。

“住平房时，锅炉怎么烧，温度也过不了
15℃。现在集中供暖安全又卫生，冬天屋里也可以
养花了。”武玉华说，2012年搬上楼房后，垒村村
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

记者走进村民郑汝海家时，他刚从大棚忙完回
来。在村庄改造中，郑汝海要了两套房子，分别是
120平方米和100平方米，每平方米价格只有1000
元。每次从大棚回来，郑汝海都喜欢冲个澡。

“从棚里回来都是连泥带水的，就想冲个澡。
以前条件不允许，不能天天洗，现在随时可以洗，
房间里也不冷。”郑汝海觉得便利了很多。

郑汝海算过账，要是村里不改造的话，他就打
算去市里给儿子买楼房。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总
价得在40万元左右，在村里两套房子才花了20多万
元。现在他和儿子住在一起，闲暇时逗逗孙女是郑
汝海的乐趣。

买房时，郑汝海花光了积蓄。2012年，他又新
建了大棚，现在“玩着”两个130米长的小西红柿
大棚，每年纯收入过10万元。53岁的郑汝海说：
“趁着现在有劲多干点，以后好好享受生活。”

在垒村党支部书记郑建平看来，没有压力就没
有动力。“一开始，村民抵触旧房改造，就是因为
手里没有多少钱，担心花光了积蓄，以后的日子怎
么过。”郑建平说，住上楼后手里没钱了，村民就
想法挣钱，村里100米长的大棚新建了400个。

2012年，垒村居民在农村信用社的存款余额是
5300万元，2014年的存款余额达到7000万元。

郑建平告诉记者：“2012年后，村里增加了
300多辆价格在10万元左右的新车。平均每两天增
加一辆新车。”

上楼前，武玉华也有担心，楼上不可能再烧柴
禾了，烧液化气，搬液化气罐很麻烦。“现在一个
电话，人家就把液化气送到楼上。虽然花点钱，但
省事了。”武玉华说。

住在农村社区，郑汝海的儿子郑平并不担心2
岁女儿的教育。社区配套新建的弥景苑幼儿园距离
他家不到200米，还是省级示范幼儿园。接送孩
子，都不太耽误父母去大棚忙碌。

郑平现在家附近的一家钢厂上班，收入稳定。
郑建平注意到，村里的年轻人就业时也不是非得做
公务员，进事业单位啥的。“大家的就业观念转变
了，家长越来越尊重孩子们的选择。”郑建平认为。

郑素荣是弥景苑幼儿园的园长。搬进楼房前，
郑素荣一直梦想着，孩子们有自己五颜六色的草
皮，有体育活动室以及唱歌的小舞台。如今，这些
东西幼儿园里都有了，还多了一间藏有4500册图书
的阅览室。

“玩的空间、材料都有了，教学条件上去
了。”郑素荣说。

郑素荣发现，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要求高了。
“以前，家长把孩子送进来后几乎不管不问，只要
孩子在这里玩就行了。”郑素荣说，“现在孩子学
了什么、表现怎么样、哪里有不足，家长都问。”

上楼后，

衣食住行都变了样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市环保局日前发布的

信息显示，2014年寿光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2013年增加16天，重度以上污染天数减少
15天。

去年初，寿光将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列为
2014年的第1号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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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件。寿光以市政府文件形式将169个污染治理
项目全部下发有关单位和企业，并与400家企

业面对面落实了污染治理任务。
去年，寿光先后投资14 . 5亿元，实施水

和大气污染治理项目，并采取“一企一策、
细节治理、分类施治”等措施，对羊口、台
头等6大片区的87家企业实施了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85家企业完成治理任务。寿光环保局
对侯镇项目区和羊口镇区内存在环境违法行
为的48家企业实行分类处置，联合查处4起环
境污染刑事案件；投资330万元，在15个镇街
区安装了PM2 . 5监测设备；对菜央子医药化

工、11家鱼粉厂、14家石料加工企业进行了
关停取缔。

减排工作也在扎实推进。去年，寿光共
投资6 . 6亿元，实施了42项脱硫脱硝减排工
程，40项已建设完成。18家重点燃煤企业先
后投入5 . 7亿元建设了脱硫、脱硝、除尘设
施，全市94%的燃煤得到了有效治理。

寿光还出台了考核奖励办法，市财政拿
出专项资金300万元，对治污减排中表现突出
的35家企业和单位进行了奖励。

去年寿光空气优良天数增16天

1月1日，在寿光市洛城街道牟东村小广场，老人们正在新安装的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说起村里的变化，老人们高兴地说：：“现
在，我们村的大街小巷都进行了硬化，路两边都建了排水沟，村里的墙上还画上了宣传画，很漂亮。”

牟东村是寿光试点建设的9个“美丽乡村”之一。该市正以“品质寿光”建设为指引，从提升农民幸福指数、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出
发，彻底改变村庄脏乱差的面貌。

□刘敏 王兵 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改变了村容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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