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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单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滕晶

洛城街道东斟灌村富了，富得令人羡慕。
曾几何时，地处寿光东部的边缘地带，“土里
刨食，靠天吃饭”的东斟灌，如今成了潍坊市
文明村、寿光市先进村。

“闯”出致富新天地

最初，东斟灌村大多数村民种植黄瓜，
300平方米的大棚一年毛收入1万元，净收入
5000多元。因为品种单一，效益一直没有突
破。

怎样带领村民找到致富路子？1998年，李
新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听说以色列彩椒1
公斤能卖20元，便心动了。当年8月，他和4户
村民去潍禾农场订了五彩椒种苗。因为彩椒生
长缓慢，又是第一次种植，所以没等到彩椒成
熟就开卖，每公斤6元，售价居然是黄瓜的近3
倍。如今，全村彩椒大棚已达700多个，近
3000亩。

尝到甜头的李新生没有故步自封，而是继
续在致富路上开拓前行。2008年10月，村委牵
头成立“斟都”果菜合作社，注册社员25人，
现有社员150人，辐射带动周边1000多户菜
农。2012年，他们又在合作社建立了党支部。

“支部牵头，统一管理，统一结算，菜农
卖完菜就能拿到钱，不压价、不压秤，每年能
为每位菜农减少损失2万元。”东斟灌村委会
主任李春祥说。

如今，东斟灌村已成为五彩椒专业村，种
植的彩椒达到绿色A级标准，通过了国家“绿
色食品”认证，带动周边发展彩椒2000多亩，
形成了全省有名的五彩椒专业市场。

“公”字在心赢民心

李新生说：“一个村要想走得远，脑子里
要有‘定盘星’，坚持‘公’字，不能把心摆
歪了。”

上任后，李新生给村“两委”班子戴上了
“紧箍咒”。“不管大小事，一律先开‘两
委’成员会。”村委会主任李春祥说，涉及修
路、盖房等敏感问题，村里一人发一张白纸，

让村民悄悄写意见，“保密才能听真声。”
“在我们村，重大事项实行票决。”李新

生说，程序一步步走下来，不掖不藏，大伙看
得明明白白。“两委”成员也拧成一股绳，不
在背后“抽梯子”。

“按照党支部提议、村‘两委’商议、党
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表决等
4个步骤，将涉及集体资金使用、村级公益事
业、集体土地出让等30余个重大事项纳入票决
范围。群众的事情，让群众自己作主。”李新
生说。

1999年以来，东斟灌村共票决村级重大事
务110多项，否决9项。由于过程公开透明，村
民对结果满意,全村连续15年无信访上访、无
刑事案件。

按“章”办事顺民意

东斟灌村“两委”办公室里，摆放着整齐
的档案，记载着村里的民主进程。东西大街建
设、低保户确认、土地地面附着物处理、土地
面积重新丈量等村级事务，都逐一登记在册，
何时表决、表决结果，一清二楚，还有村民代
表的签字和手印。

据档案记载，近10年来，全村公开招投标
50多项重大工程，涉及金额600多万元，村
“两委”成员不参与、不插手，只负责按村民
大会意见最后签字把关。

2012年9月，修路用的砂石料由村监委负
责招投标，石子、材料等由村监委与村民代
表现场测量、验收。“要是发现哪车石子不
合格，我有权决定不要。”村民代表李长江
说。

党支部领导下的“自主议事、自治管理、
自我服务”的“三自”村级治理模式，让践行
党的群众路线服务为民之花结出了累累硕果，
形成了干群和谐、村情稳定、齐心干事的良好
氛围。近年来，东斟灌村干部先后领办了3个
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使村里发展起30亩
以上的家庭农场20多个、大型农业园区6个，
年实现效益8000多万元；果菜专业合作社，实
现了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仅彩椒种植一项户均
年增收2 . 2万元；资金互助合作社，解决了村
民融资难问题。

2014年，东斟灌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7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 . 7万元。

李新生的为民“三字”经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韩高奎 李效宪

25年前，寿光将冬暖式蔬菜大棚推向全
国，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蔬菜之乡”。如
今，寿光不仅现代农业领先全国优势突出，而
且三次产业齐头并进均衡发展，生物医药、高
端石油机械装备、海洋精细化工等一批产业顺
势崛起，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百强县第
26位。这些成绩，均得益于寿光实施“人才强
市”战略，聚集了一批引领产业发展的高层次
产业技术人才。

实施“双百计划”

激活一城“春水”

近年来，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的背景
下，寿光的产业急需转型升级，而升级的关键在
于技术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引领支撑。

2012年，寿光组织实施“双百计划”，计
划5年内从国内外引进100名高层次创新人才和
100名高层次创业人才。每年拿出3000万元设
立高层次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为高层次人才提
供最高300万元的资助资金、不少于100平方米
的工作场所和100平方米住房，以及最高100万
元的贷款贴息等扶助政策。

“到寿光工作，就是因为这里的人才政策
吸引了我。”入选第一批寿光“双百计划”的
德国人彼得说。到寿光以后，彼得带领寿光富
康制药有限公司新药研发团队自主研发的曲司
氯铵胶囊填补国内空白，先后获得发明专利23
项。2014年，彼得个人入选国家“外专千人计
划”特聘专家，团队入选“泰山学者蓝色产业
领军人才团队支撑计划”。

截至目前，寿光已拥有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7人、省“泰山学者”5人、“泰山学者”
蓝色团队和种业团队各1个。

高层次人才为产业注入了高新技术基因，
促进了产业“蝶变”，激活了产业转型的“春
水”，催生了新能源汽车、生物基新材料、蔬
菜育种等新兴产业。去年，寿光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38 . 3%。

创新工作思路

开辟引才新“航道”

实践证明，县域仅靠加大投入、引进人
才，难以满足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实施
“双百计划”的同时，寿光另辟蹊径。

“我是寿光人，不论走到哪里，都愿倾尽
所能支持家乡发展。”国家“千人计划”特聘
专家、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
慈立杰说。

近年来，寿光将目光聚焦在籍贯为寿光、
却不在寿光工作的高层次人才上，用乡情搭建
与他们所在高校、院所的桥梁和纽带。据悉，
寿光籍在外地工作的院士、教授、博士等高层
次人才达1000多人，这些人才在很多领域处于
国内外先进水平，掌握着大量的人脉和技术资
源。

2014年，寿光举办“专家人才创新创业家
乡行”活动，海内外170多名寿光籍高层次人
才参加，其中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就有149人，
推介高科技成果项目26项。“今后寿光每年都
将举办人才专家行活动，并出台专门的‘桑梓
人才计划’，对回家乡创业发展的专家人才给
予专项政策扶持。”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说。

去年，寿光从中国科学院、山东大学等知
名高校、院所选聘了14名理工类博士、教授担

任科技镇长。寿光籍在外人才的“背景”让他
们迅速融入寿光。

时连辉是山东农业大学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领域的专家，担任纪台镇科技镇长。针对大棚
蔬菜垃圾处理，时连辉引入科研团队，通过高
温堆肥技术，实现了大棚蔬菜垃圾的循环利
用。圣城街道科技镇长贾冲邀请了中国科学院
固体物理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等5所全国知
名高校院所的27名专家来寿光对接交流，推介
前沿技术项目13项。台头镇科技镇长李良波针
对国家将出台防水行业新标准，为全镇100多
家防水材料企业进行培训，推进企业标准化生
产。

为进一步汇聚、盘活人才资源，寿光成立
了高层次人才联谊会，目前已吸纳会员75人。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培育冲浪“舵手”

企业是人才资源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的关
键。为引导企业主动担当起引才用才的主体责
任，寿光组织实施了企业经营管理人才“3年
万人”培训计划。

去年以来，寿光先后组织企业家到复旦大
学、浙江大学、义乌党校学习，并在新加坡举
办了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班，促进企业转变
发展理念，提高引才用才能力；出台激励办
法，对引进高层次人才的企业实行资金、政
策、服务“三配套”，并对企业建设工程中
心、重点实验室等各级人才平台载体给予5万
至200万元的经费资助；对企业引进急需人
才、领军人才，实行“一人一策、一事一
议”。

“依靠寿光优越的人才环境，引进了国内
番茄育种专家叶志彪、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科学家许勇等，提高了蔬菜品系的育种
实力。”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董事长杨明

说。
康跃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引进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史蒂夫、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专家王航等高层次人才，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2
项，进入国内增压器行业前三甲，并于去年在
深交所成功上市；山东英利实业有限公司通过
引进26名奥地利专家，专项攻关溶剂法纤维素
技术，实现每吨产品效益增长3500元；顺福昌

橡塑有限公司斥资引进韩国韩泰轮胎、台湾正
新轮胎两个人才团队，产品达到亚洲领先水
平。

“去年，我们提出了‘建设品质寿光，创
造美好生活’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
于人才支撑、科技引领、创新驱动。”朱兰玺
称，将坚持把人才工作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
置，努力打造人才磁场，建设创业乐园。

海纳百川风帆劲
——— 寿光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纪实

古来成大事者，无不求贤若渴、唯才
是举。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
出山辅佐，取荆州、夺益州，奠定三分天
下的基础；元末，朱元璋起用刘伯温等智
谋之士，扫荡寰宇，一统天下。实践证
明，人才聚则事业兴。当前正处于改革发
展的关键时期，产业转型、突破壁垒、深
化改革都需要德才兼备的有识之士参与其
中。

首先，政府要主动牵线当“红娘”，
积极建立“引才”工作机制，定期与产业
发展急需领域的专家人才对接洽谈，掌握
最新的人才动态，通过举办人才联谊会、
人才家乡行等活动，吸引同行业专家落户
发展。

其次，配套措施要及时到位。良好的
政策环境是“招才引智”的重要因素，只
有“栽下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
来”，要在资金资助、金融贷款、住房保
障、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人才关心的待
遇方面给予足够政策支持，及时解决人才
对接活动中存在的实际困难，进一步激发
高层次人才“呼朋引伴”的积极性，确保
能够“引得来”、更能“留得住”。

再次，引导企业主动发挥引才主体作
用，大兴企业层面的“以才引才”，特别
是要注重引进行业“领头羊”和“领军人
物”，提高企业引进人才、使用人才的效
能，增强企业的科技人才“软实力”。

最后，还要做到知人善任，将人才放
在最适合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人才的优势
特长，让人才的“能量”得以最大程度释
放，避免“揠苗助长”、“竭泽而渔”，
用相对宽松的环境为人才创新创业“保驾
护航”。

唯有此，才能以人才工作创新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新突破。

广纳贤才谋发展
□ 寿组平

□ 本报记者 单辰 本报通讯员 刘瑞君

1月16日10点，古城街道后王村村民王彦华骑
着电动三轮车，拉着自家大棚产出的樱桃西红柿送
去收购点。“棚里刚拔完秧，这是最后一筐柿子
了。”王彦华说，这几天就得赶紧种下一茬，“虽
然辛苦了点，但收成不错。”

2013年，在育苗技术员的推荐下，王彦华试种
了一种名为“迷彩”的新品种樱桃西红柿。

“成熟后的‘迷彩’，紫色和绿色相间，就像
迷彩服，卖相很好。”王彦华说，成功试种后，村
里20多户也陆续种植起这个新品种，因卖价高、销
路好，让村民们增收不少。

“去年1公斤‘迷彩’能卖12至14元，比其他
品种高出2至4元。”王彦华说，自己3个50米的大
棚，分别种着3种樱桃西红柿。“‘迷彩’一年能
收入5万元左右，其他两个棚收入4万元多一点。”

村里种植“迷彩”的多了，遇到种植难题也都
请王彦华来帮忙。“很多种植户为了高产，种植密
度很高，其实这相当于变相减产。”王彦华称，自
从种植起了“迷彩”小番茄，他就成了村里的技术
员，免费分享自己的种植和管理经验，让全村的
“迷彩”种植户都成了专家。“看到‘迷彩’成了
村里的‘致富果’，我打心眼里高兴。”

“迷彩”不仅仅是靠外观“取胜”。“口感
好，营养成分含量高。”王彦华说，“它的茄红素
和维生素C含量远远大于其他品种，长期食用有利
于身体健康。”

一株普通的樱桃西红柿苗价格在0 . 5至1元左
右，而一株“迷彩”苗却高达3元。“‘迷彩’抗
病性强、植株粗壮，管理起来和其他品种差不
多。”王彦华称，虽然前期投入高，但回报更高。

古城街道后王村蔬菜经销点负责人王丙志称，
“迷彩”樱桃西红柿属于高端水果，目前在北京、
上海和东三省等地的大型超市均供不应求。

“下一步，我们将瞄准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大型
超市和餐饮机构，进一步开发高端消费市场。”王
彦华称，还有大量的空白市场可以推广，“迷彩”
也会在后王村的致富路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王彦华：

小番茄披上“迷彩服”

1937年7月7日，日
本军队在卢沟桥向中国
驻军发动进攻，中国驻
军奋起反抗，全国抗日
战争从此开始。

10月下旬，根据省
委指示，中共鲁东工委

在博山成立，鹿省三任书记，张文通任组织委员，
杨涤生任宣传委员。鲁东工委成立后，召开会议分
析研究鲁东地区的抗日形势，决定按照委员分工立
即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11月初，鲁东工委委员张文通赶回寿光，在北
台头村向县委书记陈少卿传达省委紧急会议精神和
鲁东工委关于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上旬，根
据鲁东工委指示，寿光县委在牛头镇马保三家召开
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以党组织为依托，以党
员为骨干，以抗敌后援会为基础，迅速宣传发动群
众，组建人民抗日武装。

县委扩大会议后，寿光各地陆续建立了起抗日
队伍。在寿光中部，以牛头镇、崔家庄一带的抗日
民众训练班、国术馆、同乐会成员为骨干，建立八
支队特务中队；在王高一带，以抗敌后援会为基础
建立八支队第一中队；在寿光西部，以中共第六区
西部区委、南台头抗日救亡宣传队为骨干，建立八
支队第三中队；在寿光北部和弥东一带，各地党组
织发动爱国青年参军，动员富户献枪，很快建立八
支队第五中队；在寿光南部，八支队军政委员会委
员王文轩，以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为骨干，冲
破重重阻力，在两股旧军队的夹缝中建立八支队第
七中队。

12月28日，八支队军政委员会下达了抗日武装
到牛头镇集结的命令。29日清晨，各地游击队员肩
扛长枪，手持长矛，身背大刀，陆续到牛头镇集
结。中午，在牛头镇乡公所门前竖起“国民革命军
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的大旗。在庄严的
起义誓师大会上，八支队总指挥马保三宣布八支队
正式成立，宣读《八支队成立宣言》；八支队军政
委员会主席张文通宣读《告全国同胞书》；八支队
军政委员会委员王云生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随
后，游击队员进行编队。全支队共计700多人（参
加站队的300多人），编为一、三、五、七和特务
队共五个中队。

牛头镇

抗日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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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单辰 本报通讯员 李兰娟

提起党员刘成贵，纪台镇张家楼子村的村民无人不竖大拇指。
1979年至2006年间，刘成贵任村文书，无论在职期间，还是退下来以
后，谁家有难事，他必定冲在最前头。

在职期间，刘成贵始终坚持“不拿公家一分钱，不做一件亏心
事”的原则，只要对村民有利的事，从未拖延过。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不能因为咱行动慢了，耽误大家的事。”

退下来后，刘成贵热心帮助有困难的村民。村民张德信患有间歇
性精神疾病，无人照料，生活困难。刘成贵得知后，帮他办理了低
保。低保卡办下来后，张德信不便到银行取款，刘成贵又主动替他领
取低保金。后来，村里其他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也纷纷请他帮忙
领取低保金，刘成贵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来回路上奔跑的辛苦，他从
没提过，这一领就是8年。

“得病的人要是我，肯定也盼着有人照顾、有人挂念。”刘成贵
说，人活一辈子，不能光想着自己，“你过得好，别人也过得好，这
社会才好。”

村民张敬坤有两个儿子，家庭困难，10年前，二儿子考上了大学却
交不起学费。刘成贵得知后，帮他去银行贷款2000元。一年后，到了还款
期，又赶上大儿子结婚，张敬坤愁得眉头紧锁。这时，刘成贵再次帮他解
决了燃眉之急，他拿出自己攒下的2000多元钱，帮张敬坤还上了贷款。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刘成贵说，用真心换真心，人们之
间才会多一些温暖，少一些冷漠。如今他已72岁高龄，却依然是村里
的“活雷锋”——— 哪里有难处，哪里就能看到他的身影。

刘成贵：张家楼子村的“活雷锋”
最最美美基基层层党党员员干干部部

2月4日，刘成贵（左二）在家中教村民如何办理银行信贷业
务。

东斟灌村“两委”成员(左二为李新生)接受村民对村级事务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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