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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东 李明 报道
本报利津讯 “乡村文明行动实施以来，

全乡彻底清理脏乱差，一些顽疾得到根治，人
们的文明意识比以前明显提高了，随处倒生活
垃圾的现象不见了，现在路面上随手扔垃圾的
几乎没有了。”谈及开展乡村文明行动以来村
里的变化，海铺村支部书记张存良说，乡村文
明行动不仅让生态环境、乡风、村风改善了，
村民素质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近年来，刁口乡以开展乡村文明行动为契
机，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为切入点，以农村规
划建设管理为支撑点，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
根本点，以农民文明素质提升为关键点，推出
了以建设文明乡风、健全完善乡村道德体系、
改善乡村面貌的乡村精神文明组合套餐，形成
整体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格局，将盐碱荒村变

为整洁、文明、美丽的现代村庄，努力提高百
姓幸福指数。

生态文明与道德熏染同步推进共提升。该
乡把环境卫生治理作为提升乡村生活品质的首
要之举，把城乡环卫一体化作为推进乡村文明
行动的重要抓手，夯实基础，健全机制，全域
推进，从初步建立起“标准化、市场化、专业
化、常态化、产业化”的运行模式，到如今全
覆盖、城乡服务均衡化。

刁口乡与新科信保洁公司签订了环卫保洁
合同，公司按照日产日清和垃圾压缩处理要
求，对城乡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清运，统一处
理。同时，该乡将优良乡风作为提升乡村品质
的“精神内驱”，成立红白理事会，形成文明
婚丧嫁娶习俗新风尚。将社区、村居的文化墙
变为文明新风的宣传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传播阵地，让善、孝、义、礼、勤、俭等德
风规范逐渐内化为乡村精神内涵。

文明新风与文化活力同频共振增能量。为
提升现代新农村的生活品质，刁口乡开展了一
系列文化活动。活动涵盖建好乡村文明一条
街、绘制农村墙体绘画、繁荣农村文化活动等
内容，在农村搭建了文化舞台与文明阵地，激
发了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火热激情。

目前乡内活跃着业余象棋队、篮球队、曲
艺队、美术书法、摄影队等12支业余文化队
伍，成立了5支志愿者队伍，他们已成为群众
文化活动的主导力量。以文化的繁荣提高乡村
文明指数，以乡村文明提升农村文化内在品
质。刁口乡完善各村居的文化大院、文化广
场、乡村文明一条街，互为链接，形成了公共
文化服务圈；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等重

点文化惠民工程实现了全覆盖，构建起了四通
八达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凡人善举与美丽村庄互为映衬。美丽村庄
不仅包含地理环境的外在美，流露于人们言行
中的道德之美、精神之美、文明之美也是其重
要内涵。近年来，刁口乡深入推进乡村文明行
动，广泛开展“道德模范”、“生态文明村”“绿色
家庭”等一系列创评活动，突出典型培育，强化
示范引领，催生了社会正能量，打造了道德生态
新高地。道德模范评选，让平凡好人从幕后走向
前台，引发了“学好人、做好人”效应，依托“四德
工程”，开展了“好媳妇、好婆婆”、“最美家庭”、

“敬老孝亲”等文明新风评选工作，挖掘身边的
凡人善举、凡人善行，潜移默化地引导公民美
德的培育和养成，使刁口乡的乡村文明建设提
高到一个新台阶。

倡导文明村风 健全乡村道德体系 改善乡村面貌

“文明套餐”引领乡村优质生活

□通讯员 逯玲玲 刘西光
记 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坚决不要‘带污’的
GDP”，这是胜利经济开发区建区以来的招商
宗旨和招商誓言。这一宗旨，为开发区的“绿
色”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能盲目的“捡到篮里都是菜”，而是学
会“挑肥拣瘦”。近两年，在这条“高压线”
下，胜利经济开发区总计婉言谢绝了20多个项
目，关停粗放型企业十几家，关停了小企业小
作坊8家。同时，坚持以低碳发展为主，引导
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和节能降耗，开发区70多家
企业通过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三
废”达标排放率100%。为提高开发区污水的处
理能力，投资4000万元，对污水处理厂进行改
扩建，日污水处理能力由4000立方米提升到

6000立方米。
“科技”是一个区域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

要砝码，更是一个区域发展低碳、绿色经济的
杠杆和捷径。抓住这一要领，开发区全面发起
“引绿、培绿、扶绿”行动，一方面注重“招
商选资”，吸引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来创业；
另一方面出台政策，鼓励、扶持企业自主创
新，通过引进新工艺、新技术，对传统企业升
级和节能降耗，逐步建立起企业之间生产工艺
耦合与互补，形成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再利用和
共生关系。并进一步扶持科瑞卡尔加里国际油
气技术研究中心、海洋钻井平台实验室、井下
作业平台实验室，加快推进德仕化工与北京理
工大学组建微生物应用技术研究中心、与美国
加州大学合作建设加州能源与环境工程研究分
院，推动企业向高端化迈进。目前，开发区现

有山东省海洋石油钻采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山东省油田氮气制备及应用工程实验室、
高端石油装备井控工程实验室等各类省级研发
机构29家，各类市级科研机构33家，研发人员
已达6000多人。

“人才是第一资源，一旦科研成果形成生
产力，规模呈裂变式、爆炸式数倍增长，这些
才是真正具备发展后劲的项目。”胜利经济开
发区党委副书记杨成武的话道出了科技人才的
重要性。

近年来，胜利经济开发区不断转变招商理
念，由单纯“招商”向“招才引智”并重跨
越，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攀亲联
姻”，共同培养技术人才。目前，已有天东生
化有限公司与山东大学、嘉扬精密金属公司与
清华大学、科瑞集团与石油大学、胜机石油装

备公司与北京化工大学相继建立了长期战略技
术同盟，共引进国内高层次人才36人。天先后
成立学士后流动站、博士后流动站7个，院士
工作站1个。东营胜利大学生创业园的建设，
必将加快开发区绿色崛起的步伐。

第三产业是典型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
占用能源少，资源消耗低，创造的是绿色
GDP。基于此，开发区把繁荣第三产业作为激
活低碳经济的突破口，倾力打造“无烟经
济”。按照这一思路，近年开发区陆续发展了
高端石油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制药、石油
技术服务、现代物流等服务业，形成了先进制
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蓬勃发展的格
局。当前，科瑞海关监管场站、九州通现代物
流产业园等第三产业项目的相继引进，进一步
完善了工业的产业链条。

生态建设引领“绿色崛起”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李洁 胡志颖 报道
本报垦利讯 6月21日，位于垦利经济开

发区的新发药业来了五位“不速之客”，一进
门便开始对企业的各个安全环节“找茬”，而
且一呆便是一天。

原来，这是垦利经济开发区安检中心邀请
来的专家，专门来查找辖区企业存在的安全问
题。不一会儿，专家杨世忠便在危化品运输环
节发现了安全隐患：一些车辆在运输危化品过
程中没有携带安全技术说明书。“运输车辆携
带安全技术说明书的主要目的，是在运输危化
品过程中出现事故时，消防救援人员可以通过
它及时了解车辆运送的是何种化学品，以制定
相应的救援措施。”杨世忠说。

在杨世忠专家发现这一安全问题并提出整

改意见后，一直跟随专家组查隐患的新发药业
安全总监奚道才如获至宝般，用随身携带的纸
笔快速地记录着。

在奚道才看来，邀请专家前来为企业会诊
把脉着实有必要。“这些专家都是危化品某个
领域的行家，他们来企业更能从专业角度去发
现我们日常看不到甚至是意识不到的安全问
题，这样一来，我们企业安全生产的系数将会
大大增加。”奚道才说。

据了解，此次来给垦利经济开发区企业会
诊的五位专家是危化品安全管理、工艺、设
备、电气仪表等方面的“专业达人”，他们将
利用两天时间，对开发区的重点危化品企业进
行一次大体检。而今年以来，垦利经济开发区
已经邀请了10次专家组，前来协助检查企业安
全，收效非常明显。

垦利经济开发区将今年作为“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落实年”，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加大安全督查力度，以“查隐患、严治理、防
事故、保安全”为主题，积极推动“大快严”
集中行动，深入排查各类安全生产隐患，提高
安全生产保障水平。自行动开展以来，垦利经
济开发区帮助企业开展自查自纠活动，定期聘
请专家对企业进行督导检查，到目前为止，共
检查企业112家次，开具整改通知书53份，共查
处隐患274处，已整改253处，整改率达92%。

作为胜利油田腹地，垦利经济开发区辖区
内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非法项目和非法成品油
销售网点，对安全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对
于这些安全问题，垦利开发区采取了“零容
忍”态度，联合安监中心、派出所等部门进行
执法，开展打击非法加油点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经过摸排，非法加油点多分布在渔洼、五
一、店子等村，全部交由兴隆派出所进行了关
停处理。为强化对企业的安全监管，开发区还
积极推动组织企业集中录入东营市数字化监管
平台和“智慧垦利”安全监管平台。目前，市
监管平台已录入企业63家，县监管平台录入企
业也已达30家，并督导企业完成每月一次隐患
排查治理系统和每天两次领导带班考勤系统的
录入工作。

保障企业安全生产是个长期性的工程。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推
动各项专项整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基础工
作。”垦利经济开发区安检中心副主任王建安
介绍，他们还将进一步加强对高危企业安全生
产“三自”工作落实的督促检查，确保隐患排
查自查自改自报落到实处。

专家“找茬”保安全

□牛超群 李明 报道
本报广饶讯 夏日到来，酷暑难耐，蚊蝇

也多了起来。又到了流行病传染病的高发期。
可是，大王镇小李村的村民们却不再担心了。
原来，今年，这个村刚刚进行了一场“厕所革
命”，极大程度地从源头上切断了传染源。究
竟是什么革命呢？记者带着疑问来到大王镇小
李村一探究竟。

“镇上铺开的‘旱厕改造’这项工程，不
花咱老百姓一分钱，却能彻底改变过去‘臭气
熏天、蛆蝇成群’的厕所面貌，农村的厕所也
能像城里一样干净、卫生了。村民们都拍手称
赞，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小李村支部书记
邓学芝介绍，该村一共151户，有90户参与了
“旱厕改造”，现在已经全部改造完成了。

在72岁的村民邓孝贤的家中，记者见到了
改造后的厕所。整间厕所面积约3平方米，墙
壁和地面被水泥抹得平平整整，洁白的坐便器
旁边有一个储水桶，踩一下地上的按钮就把废
物冲得干干净净，闻不到丝毫异味。“过去用
的茅坑，既赃又臭，天冷受风吹、天热太阳
晒、下雨被雨淋，很不方便，也不安全，而且
我自己一个人生活，处理粪便也很费力。”提
起旱厕改造带来的变化，邓孝贤脸上堆满了
笑，现在好了，自从用上这个水冲式厕所，再
没有蝇蛆了，既卫生舒适，又方便安全，厕所
一点味道也没有，而且处理粪便也不用自己动
手，打个电话就有专门人员上门服务，很方
便。

早在去年，大王镇就在西李村和吴家村选
取800户作为试点先行改造，新建的水冲式厕
所得到百姓的一致好评。大王镇趁热打铁，计
划利用2016-2018这3年的时间，为全镇2万余农
户改造旱厕，让更多的群众享受这份福祉。今
年将完成4863户的改造任务，目前第一阶段小
李村等4个村共计711户的旱厕改造任务已经完
成，第二阶段韩庄村等19个村共计4152户改造
任务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

一走进韩庄村，就看到巷子中、院落外全
是忙碌的身影，挖坑、接管道，一派繁忙景

象。“镇上开展旱厕改造工程之后，俺们看着
别的村改造的厕所，都可眼热了，轻松一踩厕
所里的废物瞬间冲走，闻不到臭味、看不到蚊
蝇乱飞……这不，终于到俺们村了，以后俺也
可以用上这便利、卫生的水冲式厕所了!”村民
韩新元指着自家正在改造的厕所高兴得合不拢
嘴，今年他的小孙女1岁了，正是到处跑到处
摸的年龄，之前怕她去脏的地方得上传染病，
现在厕所也变成了干净地儿，小孙女再来家里
人都放心了。

“我们严格按照‘统一招投标、统一标
准、统一验收’的‘三统一’原则施工，严把
工程质量关。安装的都是节水式冲水器，每次
冲水只需要0 . 3-0 . 4升水。每户改造费用约1100
元，这笔钱由镇政府与省市县三级政府共同承
担，农户不用花一分钱，就能享受到以前城里
人才有的‘厕所待遇’。”在施工现场，大王
镇建设规划局副局长聂义德说，旱厕改造采取
双瓮式化粪池，对粪便进行密封、厌氧、发酵
等无害化处理，杀灭细菌、病毒、寄生虫卵，

减少了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肠道传染病
和血吸虫等寄生虫病的传播。该镇还依托大王
镇坤达农业公司，把经过无害化处理之后的粪
便制成有机肥，还田还林，可以有效改善农田
有机质状况，便于农作物吸收，降低了农业生
产成本。

大王镇这场农村“厕所革命”，不仅改善
了农村人居环境，而且彻底改变了多年形成的
生活陋习，培育了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习惯和
生活方式，有力地推进了生态文明乡村建设。

大王镇计划用3年时间为全镇2万余农户改造旱厕

“厕改”让农户尽享舒适卫生

□任建建
李明 报道

近日，在广饶县花
官镇政府驻地大蒜销售
市场，来自外地的大蒜
收购商正在对收购的大
蒜进行装车。据悉，今
年大蒜从开秤价格3 . 1
元/斤一路升高，目前
价格在4 . 2元/斤左右，
当地蒜农每亩大蒜可实
现纯收入7000余元。

□张文琪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8日，记者从东营市安监局

获悉，经过近三个月的精心组织和紧张建设，全
市数字化安全监管平台已基本建成，正式进入上
线试运行阶段。

全市数字化安全监管平台是集安全监管、公
众服务、部门协同、企业应用“四位一体”，
市、县、乡、企“三级监管、四级应用”，各级
安委会成员单位互联互通的综合性安全监管信息
平台。整个数字化安全监管平台分为政府端应用
和企业端应用两部分。政府端应用由市级管理平
台、县级管理平台和镇街级管理平台组成，各级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据管理权限使用应用软
件，实现本辖区内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企业端
应用即企业应用平台，企业可以应用平台企业版
开展基础信息管理、隐患自查自报、行政许可申
报等工作，方便提升企业内部安全管理水平。

政府端应用涵盖“企业数据中心”、“决策
分析管理”、行政执法监察”、“隐患排查治
理”、“行政许可审批”等16个应用模块。企业
端应用主要包括“企业基本台账”、“企业安全
检查”及“企业隐患治理”三大模块，可实现接
收安监局的通知公告，查看企业“自查自报”、
隐患治理情况等，填报企业信息，对危化品重大
危险源进行备案，网上填报自查事故隐患、自查
隐患整改情况，查看政府检查隐患及政府检查隐
患的整改情况等功能。

全市数字化安全监管平台建设突出“业主方
需求定制开发，业务工作深度结合，用户涵盖广
泛，数据真正活起来”的建设思路，模块的设计
开发来源于各业务部门的经验和配套文件的支
撑，达到了“平台界面设计简洁化，软件模块操
作人性化，各业务系统数据关联化，软件功能需
求自主化，软件开发精细化”的“五化”标准。

数字化安全监管平台
上线试运行

□曹维飞 孙瑞雪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6日，记者获悉，目前，包

括陈庄社区、东庞社区、耿井、南李、安子张、
吕家、西薛、庐山社区、南王屋等在内的9个文
化广场已建成并实现无线WiFi覆盖建设，以后市
民在公共场所上网将更加方便。

实现村(居)文化广场无线WiFi覆盖建设项目
被列入2017年东营区利民实事项目。负责本次网
络建设的东营广电网络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工
程将以公司投资建设、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利
用三年时间，对全区251个文化广场实现广电网
络无线全覆盖，使市民免费享受数字化时代文化
生活。根据东营区文化广场建设进度，今年预计
完成106个文化广场的无线覆盖，整个工程基础
设施采用专业设备，搭建管理技术平台，建设传
输线路，保障线路传输安全。

东营广电网络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一项公
益项目，实现广场无线网络覆盖，东营在全省范
围内都走在了前列。记者了解到，除了文化广场
外，东营市图书馆、部分长途客车等公共设施及
场所已经实现无线网络覆盖，接下来东营市无线
网络工程将向酒店、宾馆、社区等公共场所延
伸。

9个文化广场

实现无线网络覆盖

□张峰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东营检验检疫局工作人

员对一艘来自新加坡装运混合芳烃的船舶进行检
疫查验时，在该船舶食品仓所存放的散装糖外包
装编织袋中检出活体昆虫。6月30日，经山东检
验检疫局技术中心鉴定，该活体昆虫为巴西豆
象，属于国家禁止入境的检疫性有害生物。这也
是东营口岸首次截获此种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
物。

巴西豆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
疫性有害生物名录》规定的检疫对象之一，属鞘
翅目，豆象科昆虫，原产于南美洲热带地区，现
已传播至非洲、欧洲和东南亚等地。该虫以幼虫
蛀食豆类种子，对储藏的菜豆、豇豆、红豆、豌
豆、扁豆及某些野生豆科植物危害特别严重，
卵、幼虫、蛹和成虫均可随寄主远距离传播。
经进一步了解，在该船舶上发现巴西豆象的编织
袋原来用于盛放豌豆，因厨师发现白糖包装破
损，故用此编织袋进行包裹。东营检验检疫局已
将染疫编织袋和白糖销毁，并对该船舶的染疫部
位及周围区域实施了除虫处理，有效防范了疫情
的传入。

东营口岸截获检疫性

有害生物——— 巴西豆象

□倪现霞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7日，全国199个司法所被

司法部表彰为“全国模范司法所”称号，广饶县
司法局李鹊司法所被授予了该荣誉称号。

近年来，李鹊司法所重点组织实施了法治宣
传“便民工程”、人民调解“网底工程”、法律
援助“站员工程”、法律顾问“全覆盖工程”，
指导村居建立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长廊、法
治宣传街、法律图书角，打造“一场一廊一街一
角”链条式法治宣传平台，三年来共举办法制讲
堂300余场，受教育群众达4万人次，调处民间纠
纷738件，调解成功率98%。

李鹊司法所被授予

“全国模范司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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