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家中小微企业获政府帮扶
到2016年，枣庄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的企业将超5家

本报枣庄7月31日讯(记者 李泳君 实
习生 陈敏) 为加快培育重点优质中小微
企业，推动全市中小微企业快速发展，推进
工业转型振兴，市政府决定，自2012年开始
实施“双百中小微企业成长计划”，在全市选
拔确定200家优质中小微企业(其中中型企
业40家、小型企业60家、微型企业100家，以
下简称双百优质企业)，采取综合扶持措施，
推动其快速健康发展。

记者了解到，在40家中型企业中涉及到
轮胎、家居装饰、机械、硅胶、电缆、制冷、纸

业等领域；在60家小型企业中涉及到玻璃、
蓄电池、酒业、太阳能、精密机床、化工仪器
等领域。

据了解，本次选拔选择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企业产品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高，有知
名品牌，企业技术工艺水平在国内或全省同
行业领先，企业发展前景广阔，企业主要负
责人遵纪守法、素质较高且企业无不良信用
记录的中小微企业，帮扶主要是进行完善财
政支持，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加强市
场开拓和品牌建设等。

为完善管理，市中小企业局每季度召开
双百优质企业运行分析会，根据企业发展情
况和考核结果进行淘汰和递补。对于企业负
责人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企业当年发生重大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不
按规定足额缴纳各项税费的，年底调整出双
百优质企业名单，不再享受扶持奖励政策，
由后备中小微企业依次递补。凡因弄虚作假
套取扶持政策奖励的，一经查实，给予通报
批评，并追回所取得的奖励扶持资金，取消
相关待遇。

据了解，本次帮扶争取到2016年，双百
优质企业中的40家中型企业(以2011年底企
业规模数为准)达到大企业标准的争取达到
20家以上，其中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的争取
达到5家以上；双百优质企业中的60家小型
企业(以2011年底企业规模数为准)达到中型
企业标准的争取达到50家，其中年销售收入
过2亿元的达到20家，过1亿元的达到30家；
100家微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跨进；在全市
形成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行业龙
头带动作用明显的优质大中型企业。

7条主要河流

水质大提升

本报枣庄7月31日讯(记者
李泳君 通讯员 王军萍)
31日，记者从枣庄市环保局

获悉，今年上半年，枣庄市7条
主要河流水质改善非常明显。
较去年同期相比改善最高的
为总磷，改善达到了41%。其
中3条河流水质达到了南水
北调标准。

据了解，枣庄市7条主要
河流，主要污染物COD、氨氮、
BOD5、总磷、氟化物比去年同
期分别改善37%、35%、25%、
41%和29%。按照Ⅲ类水21项
指标评价，薛城大沙河、台儿
庄韩庄运河、新薛河稳定达到
了南水北调调水水质要求。

另据了解，近日山东省财
政厅、省环境保护厅《关于
2011年度全省污染减排和环
境改善考核情况的通报》发
布，枣庄市荣获水环境质量改
善一等奖，获得“以奖代补”资
金120万元。这是枣庄市连续
三年获得全省水环境质量改
善奖，也是首次获得一等奖，
标志着枣庄市水污染防治工
作已经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据了解，大坞镇东洋
汶村自1991年就修建了
水塔并铺设了入户管道，
每家每户都可以在家中
很方便的用上水。但就在
今年2月份前后，村里施
工时雇用的挖掘机挖坏
了部分地下水管道，之后
村民家里就断了水。

31日上午九点半左
右，记者来到了位于滕州
市大坞镇的东洋汶村。刚
进东洋汶村没多久就看
见一位60多岁的村民推
着三轮车拉着水往家走，
记者到达村里的一座水
塔时，就看见有不少村民
正在接水。水塔附近的村
民用水桶直接接水拎回
家，远一点的就骑着三轮
车来接水。

记者看到，为了方便
村民接水，村委会已从水
塔中引出了5个管道，并
安装了开关，开关下方还
引出了一条软管，村民接
水时拧开开关拿着软管
对准水桶接水。一位前来
拉水的村民的机动三轮
车上有一个长约1 . 7米，
宽约1米的大塑料袋，接
水时直接灌在袋子里，装
满之后把口系紧，村民说

这一袋水要做饭、洗衣、
洗澡、喂牲口，也就用一
天。这位村民说：“20年前
用这样的方法接水，没想
到20年后又用上了。”

为了解决自家吃水
问题，该村几乎每家院里
都打了水井。一位张姓村
民介绍，以前压水井用手
压就能出水，前几个月持
续干旱，地下水都压不上
来了。现在很多村民家的
压水井接上了抽水机，靠
电力抽水，有时电机也抽
不上来。“前几个月太旱
了，用什么也抽不上来
水，真是快断水了。为了
应急，村委才想了这么个
办法。”这位村民指着从
水塔接出来的水管介绍
道，“其实我们村委会的
人倒是很负责任，为了村
民吃水想了很多方法，但
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
法啊，希望能有相关部门
帮我们出面协调修好管
道，让我们恢复供水。”由
于来接水的人多，引出的
自来水管道附近，地面上
已经有了积水，一些拧不
紧的管道流出水来冲击
了泥土，导致那一片土地
都坑坑洼洼。

挖掘机挖断输水管道，村民家水龙头成摆设

数千村民吃水 全靠5根细水管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冬梅 甘倩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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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浪费，洗脸水脏了都不舍得倒

记 者 刚 到 水 塔 附 近
时，就看到一位老汉正在
吃力的往三轮车上放盛水
的桶。据了解，这位村民今
年七十多岁了，孩子都在
外面打工，所以他自己隔
几天就来水塔拉水。

“我年纪大了，拉几桶
水不容易，拉回去都不舍
得用。为了省水，天虽热，
但我每天从早到晚只用半
盆水放着洗脸。”说话间，
老汉把自己三轮车上大大

小小的几个桶都装满了，
还用小油桶装了两桶，“这
一 趟 不 能 白 跑 ，得 装 满
了。”他说。

从村民的口中记者了
解到，东洋汶村有4 0 0 0多
名居民。由于年轻人大部
分在矿上或者市里打工，
所以负责接水的主要是老
人。一名正在接水的老人
说：“儿子儿媳在外打工，
我每天都担负着为一大家
人接水的任务。虽然有三

轮车，但每次要把接满水
的桶拎到车上，然后再推
着回家，很累也很麻烦。”

在采访的过程中，许
多村民表示，不能直接在
家 用 上 水 的 日 子 太 难 过
了，干什么都不方便。村民
说：“直接在家用了21年的
水，现在突然让我们每天
到水塔接水，实在太不方
便了。即使有些家庭能用
压水井抽水，但那始终不
是解决的办法。”

格村委会回应

已有铺设新管道计划

据村民介绍，村里刚
停 水 时 就 有 党 员 代 表 向
村书记反映过。村委会的
确 想 了 很 多 办 法 保 证 村
民的用水，但就是损坏的
管道没有人修理，导致村
民只能去水塔接水。

随后，记者见到了东
洋汶村的村支书赵恒宝。
据赵恒宝介绍，今年 2 月
份前后，村里施工，雇用
了私人的挖掘机挖坑。由
于管道铺设的时间较早，
村 民 也 都 忘 记 了 自 家 管
道的铺设位置。所以挖掘
机挖坑时也没注意，后来

挖掘机发现挖坏管道后，
也 没 意 识 到 是 供 水 的 管
道，所以就没向村委会汇
报，直到后来发现管道漏
水严重，村委以及村民才
了解了这个情况。“管道
虽然坏了，但是我们首先
做 的 就 是 必 须 保 证 村 民
的用水，所以我们就在村
里的2个水塔处进行了改
造 ，可 以 供 村 民 接 水
用。”赵恒宝说，“由于村
里经济困难，要想修复以
前 的 破 损 管 道 实 在 不 大
现实了，而且由于管道时
间 久 远 ，也 已 经 无 法 修

复。”
赵恒宝表示，他们已

经有了两种计划：一是打
深 水 井 ，然 后 铺 设 新 管
道；二是村民先暂时接水
用，滕州有城乡供水一体
化的计划，而且据他们了
解 很 快 就 能 铺 设 到 大 坞
镇，然后利用市里的工程
实现供自来水。“不管用
哪个方案，我们都会尽快
和村民沟通，我也生活在
这个村里，我也能体会到
现在的不方便，我们一定
会 尽 快 找 到 解 决 的 办
法。”赵恒宝说。

本报枣庄7月31日讯 (记
者 李键 ) 枣庄市统计局
调查资料显示，上半年，农村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现
金部分)2661元，同比增加278

元，增长11 . 7%。服务性消费
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
达27%，增长7%；其中，医疗
保健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来
看，食品消费支出不断提高
消费结构呈多元化发展，食
品消费人均支出976元，同比
增加112元，增长12 . 9%，约占
本期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
的37%。

谷物消费人均29公斤，
同比增长4 . 0%，蔬菜及菜制
品消费人均24公斤，同比增
长4 . 4%，肉、禽及其制品消
费人均6公斤；居住消费支
出 人 均 4 9 1 元 ，同 比 增 长
5 . 5%，约占本期生活消费支
出的18%；农村居民人均交
通通讯支出3 2 8元，同比增
长6 . 9%，约占全年生活消费
支出的12%；文化教育、娱乐
消费支出人均1 6 7元，增长
14 . 3%，约占全年生活消费
支出的6%，这一块消费支出
持续增长；医疗保健消费支
出 人 均 1 8 5 元 ，同 增 长
31 . 7%，约占本期生活消费
支出的7%。

农村人均消费

半年增278元

每天拉水吃

村民戏称“回到20年前”

村村民民正正在在水水塔塔前前接接水水。。

“在家直接接
水喝了20多年，现
在又得拉水喝，倒
退了20年啊。”滕州
市大坞镇东洋汶村
村民非常无奈。目
前，全村的水龙头
都成了摆设，村委
在两座水塔前扯出
了5根水管，村民吃
水都得从水管上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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