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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献血车

昨日启用

青岛蓝色硅谷

获国家批复

本报济南1月22日讯（记者 孟
敏） 近期，《青岛蓝色硅谷发展规
划》获国家批复，规划范围包括青岛
市崂山区、城阳区、即墨市的部分地
区，未来将打造成海洋科技自主创
新高地。

青岛蓝色硅谷是以海洋为主要
特色的高科技研发及高技术产业集
聚区域。近期，国家发改委，教育部，
科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海洋局
5部委联合批复了《青岛蓝色硅谷发
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据《规划》，蓝色硅谷规划范围
包括青岛市崂山区、城阳区、即墨市
的部分区域，陆域面积351平方公
里，海域面积225平方公里。蓝色硅
谷将建设成为海洋科技自主创新高
地、海洋文化教育先行区、海洋新兴
产业引领区、滨海生态科技新城。到
2020年，蓝色硅谷将建成一批重大
海洋科技研发和基础设施项目。

蓝色硅谷建设将按照“一区一
带一园”的总体开发格局展开。“一
区”，即蓝色硅谷核心区，包括即墨
市鳌山卫、温泉两个街道。“一带”，
即海洋科技创新及成果孵化带，由
核心区向南沿滨海大道延伸至崂山
区科技城。“一园”，即高新区胶州湾
北部园区，是蓝色硅谷海洋新兴产
业集中发展区，重点建设海洋生物
医药、海洋装备制造、软件与信息服
务、机器人四个新兴产业功能区。

本报济南1月22日讯（大众报业
记者 王凯 房贤刚） 22日，“大
众日报爱心献血车”启用仪式暨大
众报业集团2015年无偿献血活动在
大众传媒大厦举行。以“大众日报”
冠名的爱心献血车，承载着大众人
梦想，奔赴各省直单位和部门，采集
爱心。

22日下午两点，大众传媒大厦
前，缓缓驶来的大众日报爱心献血
车还没停稳，排队等候的员工便开
始往上凑。大众报业集团所属华泰
印务公司印刷事业部员工马伟良，
一边填写献血登记表，一边告诉记
者，这是第几次献血已经记不清楚
了，能献出一份爱心，救人于危难，
心里充满了温暖。

“大众报业集团员工的踊跃献
血令人感动。”专门负责省直部门流
动采血的王淑荣说，大众日报爱心
献血车提供了奉献爱心的平台，蕴
含了满满的正能量。

据悉，大众报业集团多年来积
极参与发起多项社会公益活动。从
2009年开始，集团与团省委联合举
办“大学生调研山东”社会实践活
动。活动吸引了60多所高校的15000
余名大学生参加，打通了报社与大
学生沟通的“最后一公里”，为报社
培养了未来读者。经过持续六年的
培育，这一活动已成为全省知名的
社会公益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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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出200亩土地，建粉皮加工区致富
“农村土地流转，不能

是简单转包出去就完事，
必 须 考 虑 村 民 的 长 远 利
益。”省人大代表、东平彭
集街道安村党支部书记孙
庆元说。

孙庆元担任安村村支
部书记之后，村里一度清理
出200多亩土地。有人建议
把这些土地流转出去，按每
亩地1000元算，村集体一年
可收入20多万。

“每个村庄的实际情况
不一样，当时村集体的财务
一度困难，但就是这种情况
下，我仍然顶住压力，没有
将土地流转出去。”孙庆元
说，当时他有一个“经营村
庄”的长远理念。

仅靠转租土地承包权，
集体和个人立刻可以取得
收益，但从长远来看，怎样
保证村庄长远发展、村民能
够持续收益，这才是更重要

的问题。
安村是远近闻名的粉

皮加工村，为了充分利用好
土地，村里成立了粉皮加
工合作社，由集体出资，建
设了一个21亩的粉皮加工
小区，吸引村里的粉皮加
工户入驻，实现粉皮加工
规模化、产业化，解决了产
能问题。同时加工户只管
加工，其余都由村集体运
作打理。

村集体经济壮大了，村民的收益更长久

泰安市泰山区御碑楼
社区现在位处市中心。不
过，20多年前，御碑楼就是
一个典型的农村社区。

省人大代表、御碑楼社
区党总支书记刘志刚告诉记
者，当时辖区村民突然变成
了市民，随之而来的搬迁工
作也面临不小的阻力。刘志
刚那时感到，必须要有一个
机制，把村里的土地充分利
用。“只有集体有资产，社区
才能更好地发展，很多公共
服务工作才能展开。”

刘志刚至此也有了“经
营村庄”、“经营社区”的想
法。抓住机会上项目，争取
借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在服
务业上进行突破。居委会先

后投资1亿元新上了两家酒
店，一座综合商业楼，一个
综合市场；后来又投资2000

多万元购买了一座商场。集
体有钱后，社区还在泰山东部
新区规划建设了4万平米的标
准厂房，吸引工厂进驻；2009

年，又投资3亿元，为方特配套
建设泰山天池项目。目前，该
社区固定资产10亿元，集体经
济总收入3 . 5亿元，利税3000

万元，社区居民也能从村集
体持续获利。

在安村，“经营村庄”的
理念也在实施着。孙庆元表
示，村庄是需要经营的，对
于逐渐空心化的农村来说，
土地更为重要。2010年，他
接手村庄时，村集体不光没

有一分钱收入，还欠着24万
元外债。

通过精心经营，村集体
资产增加，孙庆元经过多方
考察，决定投资900万元，建
设现代化智能温室大棚，用
于食用菌养殖。大棚内设自
动恒温系统、自动空气循环
系统、自动适度控制系统等
电脑自控平台，一举实现立
体式农业和电脑自控化农
业。

由于有效利用了土地，
安村的集体收入和村民收
入都大幅增长。投资200万
元的幸福养老院主体工程
已完工。随着村集体经济的
壮大，安村还要给村民分
红，让村民获得长久收益。

本报济南1月22日讯（记者 王
茂林 通讯员 孔进） 22日，记者
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山东省财政
提前下达2015年度医疗卫生一般性
转移支付补助资金155亿元，比上年
增长27 . 4%。其中，124 . 9亿元重点
支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
设，19 . 3亿元重点支持促进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建设，7 . 6
亿元重点支持基层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3 . 2亿元支持县级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试点工作。

本报济南1月22日讯（记
者 李虎 通讯员 韩丽雅

侯婷 郭轶敏） 遍布社
区、乡村的配网连接着千家万
户，是保障电力能源“落得下、
送得出、用得上”的关键环节。
22日，记者从国网山东省电力
公司获悉，山东电力已建成智
能配网运行监控平台，全省17
个市公司、98个县公司配网信
息全部接入平台，实现配网在
线化、全景化监测。

22日，供电部门的施工人
员正在忙活着给潍坊市寒亭
区张氏二村加装变压器。看着
村里的变压器从过去的三台，

增加到了五台，村民王玉勉掩
不住地高兴，“过去，儿子、媳
妇要再装台空调，我一直不
让，恐怕这电不够用的，现在
看，不光可以再买空调了，还
可以买电饼铛、电炒锅了。”

2014年，国网山东电力服
务城乡电网一体化发展，新建
改造中低压线路2 . 9万公里，新
增更换配变1 . 9万台，完成1 . 82
万个行政村的电网改造，配网
整体薄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农村局部区域供电受限状况得
到较大改观。国网山东电力开
展低电压专项治理活动，共消
除低电压客户42 . 6万户，有8项

农网改造工程入选国家电网公
司2014年农网百佳工程。

国网山东电力运维检修
部副主任武志刚说，目前春节
返乡潮即将到来，部分村人口
陡然增加2-3倍，用电量也急
速攀升，春节期间的供电对电
力部门来说是一个大考验。

“我们计划在春节前，再对全
省7600多个行政村进行配电
网改造，计划新上和更换配电
变压器7000多台，保障返乡后
农民的用电需求。”

早在1996年2月18日，随
着临沂市仅有8户人家的西红
峪村合闸送电，山东省实现了

全国各省区第一个“户户通
电”，山东电网进入了新的发
展阶段，开启了从“用上电”到

“用好电”的新跨越。
此外，国网山东电力还在

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内率先实
现了智能配网市辖区和县城
中心区全覆盖，全省配电自动
化线路数量达到9375条。

据介绍，国网山东电力还
在全省开展4类33项架空线路
带电作业，济南、青岛、潍坊、烟
台、临沂5家市公司开展了3类6
项电缆不停电作业。2014年全
省共开展带电作业6 . 4万次，减
少停电225 .2万时户。

省财政下达2015年

医改补助155亿元

用用好好了了土土地地，，居居民民收收入入更更高高了了
建工厂、建酒店，集体土地上“长出”了更多的财富

枣庄读者孙承云致电本报，“现在家庭开支主要靠外出打工挣钱，土地承
包确权之后能增加收入吗？”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在社区和村委会工作
的省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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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经营好了，村民收入才更有保障。（资料片） 本报记者 刘震 摄

本报记者 高扩

刘志刚

孙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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