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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聚焦焦民民生生实实事事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自从寿光市区至羊口镇的103路公交车开
通后，家住兆祥社区的杨红霞，每周都去羊
口看望老人。“自己开车去也得40多分钟，
坐公交车才50多分钟，省钱又方便。”杨红
霞说。

2014年，寿光实施畅行安居工程，继续
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全面完成农村客
运班线公交化改造，着力改革城市公交运营
模式，新开通公交线路15条，让百姓出行更
便捷。与此同时，对光明路、横一路等21项
城区道路进行修复建设，完成寿济路、三号
路等10条道路维修改造工程。

新修的路，开车真带劲

2月13日，古城街道的郑文君开车前往寿
光市里。他没有走以前常走的金海路，而是
选择了银海路。“新修的路，车走在上面
‘唰唰’的，很带劲儿。”郑文君说。

在银海路，工人们正在路中间的绿化带
种植树木，路也宽阔了不少。

光明路南段也变了模样。如今，光明路
南段10米宽的路面拓展到11米半，主路面两
侧设计2米宽的停车带，增设非机动车道，人
行道也重新铺设了。

“以前这个路段很难走，路面坑坑洼洼
的。赶上下雨天，全是积水。”玉馨苑小区
的王刚说，“现在设立非机动车道，实行机
动车、非机动车与行人分离，很安全。”

目前，横一路、迎宾路等18项城区道路
已建成通车，弥河坝坝下路、兴业路拓宽工
程路基已完成施工，寿济路、三号路等10条
道路已完成维修改造。另外，寿光去年还对
城区背街小巷启秘巷、永安路、和平巷、育
才路等进行了维修改造。

城市公交姓“公”了

“车里很干净，司机服务态度也好。再
说，公交车上开着空调、有免费的4G网络，
看电影、听音乐都很流畅。”从马疃村乘坐
K13到寿光长途汽车站的何从新说，以前公
交车又破又旧，司机态度也不好。

这是寿光公交改革带来的好处。
2014年4月，寿光投资9000多万元收购民

营和个体车辆，建立起政府主导、国有控股
的运营新模式，结束了17年来公交由个体经
营的历史。

改革之前，寿光共有110辆城市公交车由
民营和个体经营，半路甩客、态度蛮横、拒
载等现象时有发生。“存在着行业形象提升难、
安全监管难、线路调整难、行业规范难、运力补
充和调整难等一系列弊端。”寿光市公共交
通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中文说。

王中文表示，改革后的寿光公交突出公
共交通的公益属性，制定一系列的管理和监
督措施，完善城市公交网络功能，改善群众
出行条件。

“公交改革前，我市8条公交线路的运行
里程是143公里。现在11条线路的运行里程延
长到了220多公里，覆盖了城区的主干道以及
城市周边更多居民小区、工业园区以及大型
商业网点等。”寿光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公
司总经理桑好亭说。

1块钱去镇上打个来回

2月12日，到镇上买完年货回家，30公里
的路程，羊口镇杨家庄子村村民王国英来回
总共花了1块钱。从2012年10月开始，羊口镇

政府每年拿出200万元钱补贴镇村公交，从村
里到镇上车费1块，从镇上到村里免费。羊口
镇居民花1块钱，就能在镇、村之间坐个来
回。

羊口镇交通管理所所长袁义利说：“现
在镇村公交已经覆盖了我们镇的每个村，所
有村民都能享受到公交补贴带来的福利。镇
上每年把钱拨给寿光市安泰公共交通有限公
司，他们负责运营管理，现在一共有10台
车，5条线，每辆车每天6个班次，6个来回，
每趟车到每个站点的时间也比较固定。”

镇村公交正式运营后，袁崇亮被聘用为3
号线的司机。3号线从起点羊口镇海景花园到

终点郑家村，路程有20多公里。袁崇亮算了
一笔账：“每趟车每位1块钱，一天下来，得
赔100多块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羊口镇加大了对镇
村公交的补贴力度。袁义利告诉记者：“今
年镇政府补贴达到520万元。前段时间买了19
辆新车，每辆有40多个座位，比原来多了一
半，燃料是燃气，环保无污染。”

2014年，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投资100万
元，开通了城乡公交和镇村公交，实现村村
通公交。

目前，寿光西北部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
已全面完成。

实施畅行安居工程推进公交一体化改革

从城里到乡下，交通没有“肠梗阻”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 兵

2月14日上午，记者在益羊铁路南段看
到，新疆杨、蜀桧、龙柏依然郁郁葱葱。这
里共栽了16万株的苗木，树立起寿光西线绿
色屏障。同日下午，在寿光市圣城街道东郭
村南面的一处工地上，进进出出的运渣车都
蒙着帆布，几乎看不到有渣土撒到地上。

去年，寿光强化城市扬尘防控措施，在
工地现场、道路保洁、渣土运输、露天堆
场、裸露地面、露天烧烤、商混企业等7个领
域布防，完成市政和建筑工程扬尘防治任务
125项，全市194辆渣土运输车实行全封闭运
输，清理占道露天堆场20处，完成裸露地面
绿化补植任务143项、面积162 . 7万平方米和益
羊铁路防护林带一期绿化工程，取缔所有露
天烧烤摊，空气质量明显提升。

“电子警察”抓拍黄标车

去年10月9日，寿光市黄标车查缉布控系
统和黄标车电子抓拍系统正式投用。寿光市
区35处电子警察和10处卡口对违反限行规定
的黄标车实施抓拍并予以处罚。

为减少黄标车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从去
年10月1日起，寿光将黄标车限行区域调整扩
大为东环路以西、南环路以北、西环路以
东、北环路以南区域(含以上路段)，限行时
间为每天7时至22时。

记者在寿光市公安局交通指挥中心看
到，限行区域内所有黄标车驶入画面均清晰
可见。电子监控设备对过往车辆进行号牌自
动识别，凡属于闯限行区的黄标车，抓拍图
片将被上传至潍坊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非现场
处罚系统。

目前，全潍坊市所有登记在册黄标车已
经列入黑名单库，智能交通监控平台将黄标
车禁区内电子监控设备抓拍的过车记录与该
黑名单库自动进行对比，生成的数据自动导
入违法处罚平台。

到去年底，寿光已为721辆提前淘汰的黄
标车发放补贴资金820 . 91万元，强制注销淘
汰黄标车和老旧车16930辆，完成2014年淘汰
任务的188 . 2%。

河流断面监控“把关”水质

记者从寿光市环保局了解到，小清河入
海口浮标式水质自动监测站目前已安装完
成，联四沟、弥河、丹河、桂河、织女河、
阳河等河流已经安装在线监测设备。这是寿
光对河流跨界污染难题的应对举措。

寿光地势低平且靠海，过境河流共6条。
其中，阳河、织女河均发源于淄博，流经青
州、广饶进入寿光境内。弥河、小清河等多
条河流在寿光入海。为解决跨界污染问题，
2012年，寿光学习南方先进地区的治水经
验，启动入境河流断面水质实时监控系统，
在丹河入境处设置水质自动监测站，及时将
数据传送给潍坊市环保局，通过潍坊市局督

促上游县市加大整改，杜绝非法排污，丹河
水质持续稳步改善，目前已基本达到五类标
准以上。

丹河的治理经验推广用于阳河、织女河
治理。在阳河南一路断面、织女河刘家河头
断面，寿光环保部门分别设置了一处水质自
动监测站，24小时实时在线监控，及时将数
据上传至省环保厅，通过省厅反馈给上游沿
岸地方的环保部门。

空气优良天数多了19天

2月13日，天气晴朗，刘天宇站在寿光美
林花园17层的楼房上，向南眺望，可以看到
昌乐起伏的山脉，还有昌乐市区的高楼。
“没想到空气那么好。”刘天宇说。

2014年，寿光实施33项污染治理减排工
程，对晨鸣工业园等五大园区的企业进行分
类处置，限期治理169家，关停105家，全年
空气优良天数比上年增加19天。

去年，寿光先后投资14 . 5亿元，实施了
169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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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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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4
起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对几家医药化工、
11家鱼粉厂、14家石料加工企业进行了关
停取缔。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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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朋

2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寿光市洛城街道东
斟灌村李宝先种植的彩椒大棚里，满棚的植株
绿油健壮，彩椒鲜艳硕大。

“按专家说的配方施肥，不但产量高，而
且还省钱。”李宝先说，以前浇灌彩椒整袋肥
料往水渠里倒，生怕肥力不够影响产量。现在
各种肥料搭配着用，施肥“讲究”了。

李宝先施肥习惯的改变，缘于寿光近年来
开展的测土配方施肥工程。2014年，寿光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示范完成77个村，完成计划数的
110%。

从“越多越好”到“缺啥补啥”

在东斟灌村村委的宣传栏内，有一张特殊
的表。表上详细记录着该村土壤的测土信息、
配方施肥方案等，养分含量、施肥结构、施肥
数量、施肥时期和施肥方式、咨询电话等信
息，一应俱全。李宝先就是按照这个“方子”
进行施肥。

寿光从2005年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工程，逐
年扩大示范面积，2013年测土配方施肥面积100
万亩，覆盖14处镇街，总面积达到了215万亩。为
了推进测土配方计划进行，寿光成立了测土配
方施肥项目技术小组，由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组成专业团队，为农民提供测土配肥服务。

测土配方施肥工程由农业专家对土壤进行
检测，测出土壤中的养分含量，然后根据种植
的蔬菜制定专用的“营养套餐”，对症下药。
寿光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主任陈永智说：
“在这种模式下，施肥种类、用量和施肥时期
等一目了然。在帮助农民增产增收的同时，还
避免了土壤过度施肥导致的板结问题。”

为了让菜农及时方便地掌握施肥技术，寿
光在各种植示范区竖立标识牌，详细公布土壤
养分情况、用肥情况、施肥方法等，并将施肥
“建议卡”上墙，在各村宣传栏、村委大院等
村民集中活动场所张贴测土信息、配方施肥方
案，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普及到田间地头。

“以前种菜总是大肥大水，种地成本越来
越高，土壤却越来越‘瘦’。”李宝先说，现
在是作物缺啥补啥，不仅节省肥料，有效控制
土壤板结，产量也增加了。

生物菌肥取代化肥

“这些地已是连续第4年施用生物有机肥
了。一开始效果不明显，但时间长了，别人的
西红柿大棚有退化现象，我的就好多了，用有
机肥感觉就是不一样。”古城街道后王村党支
部书记王丙江说。

洛城街道留吕村刘福胜家的彩椒大棚是
“沃土工程”推广实验棚。从他给记者提供的
同一时期彩椒试验组和对照组的照片可以看
出，生长在改良过的土壤上的彩椒，枝繁叶
茂，植株粗壮，彩椒个头大，颜色鲜艳，而对
照组的彩椒无论是植株、叶片还是彩椒个头，
都逊一筹。

从2012年8月开始，刘福胜的彩椒大棚作
为试验大棚，分组进行对比试验。“土壤改良
过的彩椒亩产量要高出未改良土壤 1 0%以
上。”刘福胜说。

2010年，寿光以提高土壤综合肥力、推进
有机蔬菜生产为目标，制定了《寿光市沃土计
划示范工程实施方案》，在全市推广有机质含
量超过70%、活性菌群每克不低于2000个的生物
有机肥，逐步实施沃土计划示范工程。为此，寿
光市财政每年拨付专项补贴资金，2011年每亩
补贴150元，农户自筹130元。2012年，寿光加大补
贴力度，每亩农户只需自筹110元。

据介绍，生物菌肥的作用是向土壤中释放
有益菌群，使土壤松软，有机质、氮磷钾等主
要生物元素含量增加，达到肥沃土壤的效果。

寿光市农业局对刘福胜彩椒大棚进行了定
期监测。监测数据显示，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
从1 . 14%增加到1 . 98%，保水保肥能力从6%—
8%增强到13%—18%。其他的养分如有效磷、
碱解氮、速效钾含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每年800万元补贴农户

从2014年到2020年，寿光每年将拿出800万
元，为使用中标生物菌肥的蔬菜大棚种植户补
贴20%的费用，计划每年推广的设施蔬菜面积5
万亩以上，年推广使用生物菌肥25000吨。

古城街道顶盖村李军的彩椒大棚用了2吨
生物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在政府补贴完后售
价700多元1吨，比其他肥料便宜一半还多。我
们村有20多个棚加入到了沃土工程，施用了生
物有机肥后，大家都觉得效果不错。”

“微生物肥料将直接送到农户手中，减少
了中间环节，降低了生产成本，最大限度地让
利于老百姓。”陈永智说，“我市不仅对购买
微生物肥料的农户进行补贴，下一步将对生物
农药等也要进行补贴，而且这个补贴将达到
30%—50%。”

从2011年开始，山东东方誉源农资有限公
司所代理的某品牌生物菌肥，在寿光进行了为
期3年的试验推广。试验推广期间，由政府补
贴一半价格。一包20公斤的生物菌肥，市场价
为110元，农民花55元即可买到。

纪台镇南李家官庄村的李希德种大棚20余
年。李希德认为，生物肥跟鸡粪配合使用效果
好，作物缓苗快，长势好。

“通过实施沃土工程，寿光力争使设施蔬
菜土壤有机质提高到1 . 8%以上，肥料利用率提
高10%，蔬菜增产10%以上。”陈永智说。

大力实施沃土工程———

施肥对了路

地里有“劲”了

黄标车淘汰超额完成目标，跨界污染有了应对办法

蓝天碧水，梦已不远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2月10日11时，寿光美林花园北五区，
小高层住户、68岁的刘天瑞骑着电动三轮车
进入车棚，停好上锁后，上楼了。“之前我得
把车推到楼洞里去，虽然有无障碍通道，
但单元门窄，每次都费劲巴拉的。现在有
了车棚，省事多了。”刘天瑞告诉记者。

充电怎么办？刘天瑞说：
“车棚里装有电源，只需去物业
办张卡就行。”

2014年，寿光出台《寿光市
物业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寿光市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管理暂行办法》，切实提高了物
业管理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同
时，寿光加快老旧小区用水用电
一户一表改造步伐，居民用电一
户一表改造已完成33665户，顺
利完成年度计划。

居民“海选”业委会

经过鸿基花园东门时，细心
的市民发现，鸿基花园物业管理
办公室附近又有了一个鸿基花园
业委会办公室。马忠喜是业委会主任，他
是2014年6月经过小区居民海选后上任的。

鸿基花园是2005年建设的小区，房子
及公共设施已超出保修期，小区业主不断
反映房屋楼顶漏水、小区路面破损、供暖
温度不达标、小区内无健身器材及老年活
动室等一系列问题。虽然该小区的物业公
司对小区的服务、管理做了不少工作，但
仍存在不少问题。

去年，圣城街道作出决定，由现代社
区居委会牵头，在寿光市房管局物管办指
导下组建鸿基花园业主委员会。

鸿基花园现有居民楼57栋，有居民1500
多户，有上班族，也有在外做生意的。要
想全部业主参与不现实。筹备小组成员研
究后决定，由各单元选举单元代表，再由
单元代表无记名推选业主委员会，最后再
由业委会成员选举主任、副主任。

2014年6月22日，62名业主代表进行无
记名投票，选出了第一届鸿基花园业主委
员会，共有7人获选。当天，新当选的7名

业主委员会成员趁热打铁，选出了业主委
员会主任、副主任。

有了业委会，居民得实惠

“业委会真为我们业主着想，现在小
区修了路，改了楼道里的管道井，修了喷
泉广场，安装了公共座椅。”银丰新都小
区5号楼的齐文升为记者列举了业主委员会
成立后小区的种种变化。

去年3月，银丰新都业主委员会正式成
立。业委会与小区物业密切配合，多次沟

通协调，召开了三次业主代表大会，反映
业主意见，并针对小区实际情况进行了数
次调研，将小区各方面出现的问题和需要
维修的项目进行了总结。双方联手解决小
区内道路破损、房屋漏水、车辆乱停乱
放、管道井和楼梯间墙皮脱落等一系列问
题，申请了90多万元的公共维修基金。现
在的银丰新都，路面平坦，植被美观，卫
生整洁，基础设施完善，面貌焕然一新。

怡园花都小区的环境，也发
生了很大变化。该小区业委会成
立后，协调物业和巨能电气修缮
了小区的配电箱，申请资金补种
了小区绿化带内缺失的树木，并
专门设立了宣传栏，普及物业服
务知识。

电费再也不用分摊了

“户表改造后，用电质量提
高了。电费价格是电力公司统一
公布的居民阶梯电价，用电明
白、放心，电费分摊问题没有
了，邻里关系变得和谐了。供电
部门为我们办了一件实事，彻底
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用电心病。”
羊口镇康平小区的黄继亮说。

“我们这个小区以前是一栋楼一个
表，长期合表用电，因为电费分摊问题，
有打不完的‘嘴官司’，实在是烦心。”
黄继亮告诉记者。

去年，听说寿光要投入资金对部分小
区进行户表改造，黄继亮立即联系其他居
民自发组成委员会，到羊口供电所统一办
理了户表改造报装工程申请。寿光电力公
司及时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制定“一
户一表”改造方案，安排人员加班加点进
行施工，不到半个月，就完成了小区内298
户居民用电的改造工作。

制定物业管理办法，成立业委会，进行“一户一表”改造———

小区管得好，居民不闹心

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居民小区内进行“一户一表”改造。

寿光弥河防汛调度中心，河流断面在线监控设备清晰显示流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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