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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得得广广厦厦千千万万间间，，庇庇得得百百姓姓俱俱欢欢颜颜
——— 市城乡建设局大力推进城市棚户区改造

赵锦竹

鸟瞰城区，崖头片区、城西
片区、双泊片区、三环片区等项
目陆续开工，工地上到处吊塔
林立、一片繁忙，广受社会瞩目
的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正如火
如荼加速推进实施着。

位于崖头城区实验中学对
面、青山路南的三环片区约300
多亩的改造现场，几个月前还
是荒芜的山头和块块农田，如
今这里的模样已经发生了巨大
变化，局部楼房已经盖到了 4
层，并且以每10天一层的速度
拔高。在改造现场，台上邹家村
的邹老汉几乎天天出现在工地
边，注视着这里每天发生的一
切。谈到三环片区改造，邹老汉
脸上写满了激动：“再有几个月
我们就能住上新楼了。”

与以往棚户区改造由房地
产开发商参与实施模式的不
同，今年的棚户区改造更注重
的是政府主导参与，从而使组
织领导更有力，工作渠道更顺
畅。今年，我市借鉴外地成功经
验，结合本地实际，采取了“政
府主导、市场运作、联合监督”
的改造模式，构建投融资平台，
通过积极争取棚户区改造国家
奖补资金及专项贷款，改变以
往低档次、分散式的改造模式。
2015年，共申报改造10465户，
占全威海市的 43 . 3%，改造户
数计划约占全威海市的一半；
计划申请贷款26亿元，其中20
亿元贷款已通过财政厅及国开
行审核，拨付上级改造奖补资
金2 . 57亿元，带动了我市城市
棚户区改造步入快车道。截至
目前，今年已有12个村开工建
设，建设安置楼 28 万平方米。
为了将改造项目办成真正的民
心工程，市政府建立了联席办
公制度，每月召开例会研究部

署，城建局每天跟踪督促，村庄
改造办公室等单位狠抓落实，
确保了项目的如期顺利推进。

这几年，在城区居民都深
刻感受到一个显著变化：高楼
多了，而且是越来越高了，一座
座高层建筑的拔地而起，正悄
悄提升着荣成的“高度”。近年
来，我市本着节约利用土地、提
升城市形象的原则，城市棚户
区改造项目和其他商业项目一
样，原则上不再批建多层建筑，
取而代之的是视线更好、居住
更舒适的高层建筑。为了转变
安置居民观念，提高居民参与
改造的积极性，取得居民的广
泛理解和支持，市城乡建设局
结合历年棚户区改造群众反映
的问题和建议，把“以人为本、
尊重民意”作为推进棚户区改
造的前置条件。建立了“发动群
众做群众工作”的机制，由社区
居委会牵头，每个项目都成立
居民监督委员会负责拆迁动员
和协议签订工作，通过印发“明

白纸”、入户走访、座谈讨论等
形式，调动群众支持参与棚改
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坚持
公开、公正、透明，对征收评估、
补偿结果、户型设计、周边配套
等群众关心的情况进行公示。
针对居民反映住高层公摊大、
不合算的想法，在城西、双泊、
三环片区改造中，市城建局先
后5次会审调整户型设计方案，
使每户减少公摊面积5平方米，
有效地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老
百姓常挂在口头上的是通没通
暖，通没通气，交通方不方便。
为了让老百姓安心入住，城建
局在项目规划设计之初，规定
在报审方案时，必须一并上报
水暖气、绿化亮化、停车位、公
共交通等配套设施情况，并且
要求对各类配套设施方案反复
进行优化，凡是达不到规定要
求的，将不予审批。市城建局还
强化全程督导，跟踪监管批后
落实情况，确保配套设施建设

与规划设计不走样。通过强有
力的工作措施，最大程度上方
便了群众，目前已建成的安置
房在老百姓入住前，都早早地
接通了水暖气等完善的配套设
施，真正解决了上楼的后顾之
忧。

在推进棚户区改造的过程
中，市城乡建设局始终把质量
问题当成一项头等大事来抓，
真正把棚户区改造建成经得起
群众和历史检验的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发展工程。除了安排
强有力的工作队伍加强棚户区
改造项目专项质量巡查监管
外，还广泛推行了建筑材料见
证取样送检、义务监督员等工
作制度。自2011年在棚户区改
造项目中推行义务监督员制度
以来，先后有 223 名村民被聘
请为义务监督员。今年的棚户
区改造项目同样也不例外，市
城建局为涉及改造的24个村每
村聘请了2-3名在村民中威信
较高、有建设管理经验的村民
代表作为义务监督员，赋予他
们一定的“生杀大权”，全程参
与工程分项分部工程的监督。
目前聘请的50名义务监督员已
全部到位，一双双眼睛时刻紧
盯着工程建筑材料、外墙保温、
防水工程的质量情况，不放过
一丝一毫的质量瑕疵。

目前，我市将全市146个棚
户区规划合建的54个千户大型
安置社区中，已有 7 个社区建
成，37个社区正在建设当中，累
计新建安置房2 . 5万余套、242
万平方米，回迁安置群众7057
户、受益群众达3万人。如今，城
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实施，不再
仅仅是满足城市群众基本的居
住需求，更重要的是生活环境的
巨变和文明生活习惯的形成，广
大群众在迈向幸福生活的康庄
大道上正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农户自建加工厂

创业带动一村富

本报11月10日讯(刘祺豪)

成山镇岳家庄村通过村民自主
创业，村委加大扶持力度，由传
统的单一无花果种植走上了一
条无花果深加工的致富之路。

岳家庄村是无花果种植大
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种植，因
为近年来无花果的产量不断增
加，价格不太理想，而且无花果
的鲜果不耐储存，每年都有不
少品相不好的无花果因为卖不
出去而被丢弃，造成了大量浪
费，也给村民带来了不小的经
济损失。村里的晓世无花果合
作社的负责人王晓峰经过多番
考察，他决定试水无花果加工
行业，在村里搞起了无花果加
工厂试运营。

加工厂搞起来后，因为用
于加工的无花果并不要求外观
漂亮，王晓峰开始联系村民收
购因为品相不少而卖不出去的
次果，这样既减少浪费，也给村
民带去了实惠。

为保证产品质量，除严格按
照健康安全的要求进行生产外，
在生产过程中部添加任何添加
剂，忠实展现无花果最本真的口
感。随着无花果干的生产开始走
上轨道，他们开始探索产品的销
售之路，联想到现在电商比较流
行，产品传播速度也快，他们利
用微信朋友圈、淘宝网店等进行
宣传和销售，产品很快打开了
销路。

抗争病魔十三载

器官捐赠圆心愿

本报 11月 10日讯 (刘祺豪 )

日前，成山镇马山小区的 3 6
岁男青年赵丹，在抗争病魔 1 3
年后病逝。在生前，他自愿捐献
出了器官和角膜，成为荣成第一
例器官、角膜捐献者。

赵丹患脑瘤 1 3 年，已经不
能与他人交谈。在生命垂危之
际，他决定捐献出器官。这一决
定得到了父母的支持，赵丹的父
母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帮助赵丹办理了器官捐献相
应手续。赵丹父母同时也表示，
同样愿意自愿无偿捐献器官和
角膜，也将到市红十字会办理登
记手续。

赵丹已于不久前在烟台不
幸病逝，按照他的遗愿，其器官
和角膜将无偿捐献给需要的人。

本报11月10日讯 (常强 )

目前，2015年度威海市首席技
师选拔推荐工作结束，本次评
选共选拔了2 0名各行业顶尖
技能人才，其中荣成市残疾人
吴永清、山东华鹏玻璃有限公
司赵寿建、浦林成山轮胎有限
公司隋永波及黄海造船有限公

司董立华等4人当选为2015年
威海市首席技师。

吴永清是本次评选的亮
点，童年的时候，他就失去了
听力和说话能力，但他并没有
失去生活的信心。通过学习木
工，吴永清找到了自信，并在
木工领域取得了最高荣誉。他

先后3次代表国家参加世界残
疾人技能大赛，5次取得全国
残疾人技能大赛一等奖，4次
山东省残疾人技能大赛一等
奖。

根据《威海市首席技师选
拔管理办法》的规定，首席技
师的管理期限为3年，在管理

期限内每人每月享受政府津贴
5 0 0元。管理期满后的首席技
师进入首席技师复核程序。第
一次复核认定的首席技师，每
月享受政府津贴7 0 0元，连续
两次以上被复核认定的首席技
师，每月享受政府津贴 1 0 0 0
元。

我我市市44人人荣荣膺膺威威海海市市首首席席技技师师

本报11月10日讯 (王云峰
姜鹏 ) 为进一步保证市民

出行安全，营造文明出行的良
好氛围。自1 1月份起，荣成市
城乡公交公司启动“礼让斑马
线公交率先行”活动，即公交
驾驶员在斑马线前坚持做到

“三个必须”：必须提前减速，
做好让行准备；当有行人通过
斑马线时，必须停车让行；当
无行人通过斑马线时，必须低

速通过。
公交车既是市民最主要的

公共出行方式，也是承载城市
文明的流动窗口。在公交车率
先做到礼让斑马线，将在社会
上起到良好的引领和示范作
用。对此，公司与300多名公交
驾驶员逐一签订了“礼让斑马
线”承诺书，并开展专项检查。

市城乡公共交通公司负
责人介绍，城乡公交将通过智

能调度平台实时监督和现场
联动检查相结合的办法，对驾
驶员落实遵守交通法规、行车
秩序、礼让斑马线相关情况列
入星级考核，如果有驾驶员经
公司检查，证实未“礼让斑马
线”，将取消该驾驶员当月星
级 服 务 评 定 资 格 ；多 次 违 反
的，公司给予罚款、停办学习
等严肃处理。

目前，市城乡公共交通有

限公司 5 2 条公交线路均安装
了智能公交系统，安装在车上
的监控摄像头可以记录车辆
通过斑马线时的画面，公司会
在后台就可实时监控和记录
车辆通过斑马线时的车速情
况，这些记录也是作为考核的
依据。同时，公司成立4个现场
检查小组，分时段对公交车辆
进行抽查，率先在荣成公交形
成文明礼让的社会风尚。

礼礼让让斑斑马马线线，，公公交交率率先先行行
市城乡公交公司开展此活动，传播文明交通理念

▲荣成崖头片区棚户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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