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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苑莘
本报通讯员 王赛楠

1 月 4 日，元旦假期后开班第一
天，莘县妹冢镇迎来了两拨客商。

上午，山东泰山运营管理集团董
事长刘红强一行来妹冢镇考察电商产
业园项目，与该镇党委书记姚东庆谈
电商产业园规划建设、运营管理、产
业导入等问题。下午，中国建筑上海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经营商务部副总

经理赵兴华一行到荣盛家园社区和部
分企业考察，探讨建设“农产品深加
工产业园+宜居宜业社区”事宜。

“妹冢镇以豇豆、黄瓜为主的大
棚蔬菜产业优势明显，基础雄厚，有
利于发展乡村振兴产业项目，打造优
质高效的现代蔬菜发展新格局。”

“荣盛家园社区是当地乡村振兴
示范样板，‘四区同建’打造了亮
点。未来，在打造‘农产品深加工园
区+宜居宜业社区’方面做文章，有

利于发展原料生产、精深加工、体验
展示、物流配送等农产品精深加工产
业园，提高社区居民幸福指数。”

……
通过座谈、现场考察，客商们对

妹冢镇的评价颇高。
2022年开班第一天就来了两拨客

商，这源于妹冢镇的积极主动。去年
年底，妹冢镇谋划 2022 年工作时，
提出坚持“项目为先、项目为基、项
目为要”，立足自身优势，突出重点

精准发力，积极主动做好招商引资工
作，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同时，妹冢镇交通便利，人民热情好
客，在乡村振兴工作方面目标清晰、
举措扎实，这些因素汇聚成了招商引
资工作的“新年新气象”。

2022年，妹冢镇将以乡村振兴为
主线，持续发力、精准招商，不断优
化全镇营商环境，提高招商引资工作
成效。

新年来了新客人

本报讯（刘桐）“我每天都会带
着孙子来这里看看墙上的绘画，给他
讲讲绘画背后的家风故事，这对他的
成长肯定大有好处。”“文化墙对村民
的言行影响很大，如今邻里之间的矛
盾 纠 纷 少 了 ，村 风 、民 风 也 更 好
了。”……1 月 7 日，高唐县琉璃寺镇
营坊村村民在村道路两旁的文化墙
前，你一言我一语地夸赞着墙绘。

自开展乡村清洁“六治”攻坚工
作以来，琉璃寺镇在提升村民居住环
境的同时，还注重乡村文明建设，投

入资金在各村主街道绘制了乡村清
洁、文明实践、移风易俗等内容的文
化墙。文化墙绘画风格简洁清新、内
容积极向上，成为村里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

琉璃寺镇党委宣传委员吴琼说，
文化墙作为重要文化阵地，既宣传了
党的政策、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还
能以文化人，引导广大群众加入到美
丽乡村建设中来，为建设幸福琉璃寺
提供精神支持。

琉璃寺镇

特色文化墙扮美乡村

■ 本报记者 叶晨雯

“尽管去年雨水多，我们种植的80
多亩半夏收成也很可观，纯利润能实
现每亩地3000元。”1月5日，阳谷县金
斗营镇斗虎店东村党支部书记王求朋
介绍。

斗虎店东村是一个传统的农业
村，党支部领办恒祥劳务专业服务合
作社后，为村民外出务工牵线搭桥。

“除了外出务工的村民，村里还有一些
妇女、老人留守在家里，种植中药材需
要大量的人工，能够为村民提供很多
工作岗位。”王求朋说，去年 3 月合作
社在多方考察后，试种了半夏、麦冬等
中药材。

“我们没有种植中药材的经验，只
能多学习，一步步地摸索。”王求朋说，

“根据技术员的意见，中药材种植基地
采用微喷灌溉，出水孔像针头那么细
小，一小时大约能灌溉五亩地。”合作
社专门从河北请来了技术员驻点指
导，并建设了微喷灌系统，既节省水资
源又满足了中药材灌溉的需求。

种植中药材需要大量的人工进行
管理，前来务工的村民每个月能有约
2000元的收入。“除草、药材清洗和脱
皮等工作都需要人工，目前我们村和
周边村的 30 多名村民都在药材种植
基地里工作。”王求朋说。

去年12月，半夏迎来了第一次丰
收。合作社和一家中药饮片公司签订
了订单，药材被收购一空。“我们种植
的药材不愁销售，目前种植量远远满
足不了合作方需求。”王求朋说。

今年基地还计划新建一个晾晒
场。合作社将进一步扩大中药材种植
规模，带动更多村民一同种植，并进
行深加工。“规模化种植能够使用专业
化的机械，进一步节约生产成本。在
合作社的带动下，又有十几户村民计
划春节后种植中药材。我们将不断延
伸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让中药材
产业成为富民‘千金方’。”对于未来的
发展，王求朋从产业振兴的角度进行
谋划，希望能将中药材打造成为村庄
的特色产业，带领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中药材产业
成富民“千金方”

■ 本 报 记 者 林金彦
本报通讯员 李凤国

“‘共同富裕人民福，乡村振兴画卷
美’，我特别喜欢这副春联！”1月8日上
午，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道口铺村老党
员郭怀成神采奕奕地对着上门送春联的
干部说，“对联内容与我的心情相通，希
望新的一年国家更富强，村庄更美丽！”

墨香浸春意，春联送祝福。当天上
午，道口铺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召集

辖区内书法协会会员、党员书法爱好者
在三楼会议室开展“迎新春 送春联”活
动。现场，各位书法家饱含创作热情，笔
走龙蛇，挥毫泼墨，书写了“五湖四海皆
春色，万水千山尽得辉”“百世岁月当代
好，千古江山今朝新”等一副副共享美
好时代、赞美祖国和祝福美好生活的春
联。

年逾花甲的老党员郭林是一位书法
爱好者，一接到通知，便早早赶到活动现
场。活动当天，郭林共书写了春联30余

副、“福”字200余个。连续写了2个多小
时后，郭林揉着酸麻的手说：“这样的活
动不仅为群众送出了祝福，也提高了我
的书法水平，很有意义。只要群众喜欢，
累点也高兴。”

为了让脱贫户、困难党员、老党员能
够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感受党和
政府对他们的关怀，道口铺街道安排帮
扶人、包村干部等为脱贫户、困难党员、
老党员挨家挨户送去春联。送春联期
间，帮扶人和脱贫户一起贴春联并谈心

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困
难，鼓励他们自强自立，祝福他们度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刚进腊月门，干部就把春联送到了
家。看着这些喜庆的春联，俺打心眼里
高兴，感谢政府对俺一家的照顾。”道口
铺村脱贫户张忠芳捧着还散发着墨香的
春联笑逐颜开：“每年我都是提前把春联
贴在门上，字好，寓意也好，看着就喜庆，
这才有年味哩！”

送福赠春联 情暖脱贫户 本报讯（通讯员 段敬斌）为进
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激发干事创业热
情，彻底转变干部“干与不干一个样”
的思想，切实保障各项工作稳步高效
推进，冠县桑阿镇制定了《桑阿镇机
关干部“千分制”量化考核管理办法
（试行）》。

自量化考核办法实行以来，桑阿
镇坚持“用制度管人，靠制度管事”的
原则，在干部考勤管理、工作纪律、工
作落实、会议学习、后勤管理、民主评
议等7个方面加强管理，将干部管理
工作抓实抓细，营造出奋发向上、创
先争优的干事氛围。

该镇成立由党委书记、镇长任组

长，其他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领导小
组，明确专人负责“千分制”量化积分
管理工作。将每天的加减分事项在
次日重点工作动态通报中体现，确保
积分管理公开、公平、公正。考核范
围做到全覆盖，考核结果作为人员评
先树优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该镇通过“千分制”量化考核对
干部工作落实、作风转变、担当作为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考察，真正让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
舞台。截至目前，因日常工作、未按
规定考勤等减去 40 人次相应积分，
因工作突出、表现良好等奖励120人
次相应积分。

桑阿镇

“千分制”考核锻造过硬队伍

1月7日，在茌平区贾寨镇耿店村蔬菜大棚里，村民在采摘尖椒。
近段时间，贾寨镇大棚西红柿、辣椒、黄瓜等蔬菜相继上市，村民忙着采收销

售，供应市场。大棚里到处是一派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贾寨镇在实施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引导农民发展大棚种植，助力
农民增产增收。 ■本报通讯员 赵玉国 贾俊杰

■ 本 报 记 者 叶晨雯
本报通讯员 张蕾

1月7日清晨，在阳谷县寿张镇西纸坊村，70岁的村
民高月亮挥动着扫帚，在胡同里认真地清扫。

“周五是‘胡同清洁日’，俺是党员得带头！”高月亮
说。为巩固提升全镇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成效，寿张镇创
新举措，将每周五定为“胡同清洁日”，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常态化开展。

在镇、村党员干部的带动下，每到周五，各村村民就
自觉地清理房前屋后、打扫胡同。如今，村中胡同卫生
整洁，“口袋式”花园错落别致，勾勒出一幅幅“洁、净、
美”的乡村画卷。

“原来要通过广播通知村民打扫卫生，现在每到星
期五大家就自觉地打扫胡同。”西纸坊村党支部书记梁
久增说。自“胡同清洁日”活动开展以来，寿张镇充分发
挥党员干部的先锋作用，带动村庄男女老少一同参与到
环境整治中，“人人动手，清洁家园”的理念深入人心。

寿张镇坚持党建引领，围绕“五清一改”，对标“两净
一亮”，发动各村启动“清洁家园·全民在行动”人居环境
集中整治活动。

“通过开展全域大扫除、大清洁、大整治和胡同清洁
日活动，寿张镇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将人居环
境由‘清脏’向‘治乱’、由‘保洁’向‘美化’、由‘突击性整
治’向‘常态化治理’转变，群众观念也由‘要我干’向‘我
要干’转变。”寿张镇党委书记周云说，寿张镇以活动为
抓手逐步引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推动人居环境整
治制度化、常态化和长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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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培源） 数九
寒冬，寒风凛冽，连日来，在东昌
府区沙镇镇街头巷尾上依然能看到
活跃着的网格员。他们入户走访，
做好居民人口房屋信息采集工作，
全面了解网格内居民的基本情况，
为开展网格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在日常巡查中，沙镇镇网格员
对所属网格内的房屋、门牌、楼
栋、住户等基础信息进行采集，通
过入户走访，准确掌握网格内房屋
出租、重点人群等情况，并及时更
新相关信息，准确及时上报，以便

有针对性地为居民提供服务。由于
居民白天基本都外出工作，他们就
趁晚上居民在家时进行走访。

网格员在采集信息时，也常常
会遇到困难和问题。因为前期大力
宣传反诈 App 效果显著，让居民的
防范意识有所加强，网格员入户走
访时，有些居民不愿意开门。面对
这种情况，网格员耐心地和居民沟
通，亮明自己的身份，明确自己的
职责，并详细讲解居民信息采集的
流程及意义，让居民配合完成信息
采集工作。

沙镇镇

入户采集居民人口房屋信息

■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政哲

“在家门口就可以上班，工资也不
比在外打工少，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
感觉很幸福！”1月9日，在位于度假区
于集镇的聊城市欣苒工艺品有限公司
内，正在为毛绒玩偶整形的公司员工
刘焕玉高兴地说。在她身后，一袋袋
加工完成的小老虎毛绒玩偶整齐地摆
放在四周。

生产车间里，整齐摆放的缝纫机
映入眼帘，工人们正在忙碌，有的在用
缝纫机缝制玩具皮，有的在操作设备
为玩具充棉，还有的在给玩具整形和
缝口，一条条加工流水线有条不紊地
运转着。

“这些小老虎毛绒玩具是华为公
司定制的新年礼物，这两天已经运走
了15万个。”公司负责人潘书芳说，他
们与深圳市华为终端有限公司达成了
长期合作，订单源源不断。

2012 年，有着 9 年从业经验的潘
书芳，在于集镇成立了聊城市欣苒工
艺品有限公司，从事毛绒玩具生产加
工。2020 年以前，公司的产品主要销
往欧美地区。“受疫情影响，我们出口
转为内销，产品品质得到国内客户和
市场的认可，订单不但没有减少，还有
所增加。现在我们与华为、雀巢、屈臣

氏等品牌合作，发展得越来越好。”潘
书芳说。

目前，该公司每天生产成品毛绒
玩具12000余个，它们将被运往全国各
地。

“工资计件核算，多劳多得，按月
发放，从不拖欠。”潘书芳边说边展示
她给员工发工资的记录，大部分工人
每月能拿到3000元左右工资。“这个工
作门槛低，难度小，只要会缝纫就可以
上岗，对我们这种文化程度不高的妇
女来说非常适合。”说起工作，刘焕玉
打开了话匣子，“我一年能挣四五万
元，厂里还有年终奖，最高是5000元，
我连拿了好几年。”

除了带动就业增收，公司还兼顾
了不少群众的“家务事”。在公司，就
近务工的村民共有120多人，其中多数
是女性。过去，她们因为照顾家庭难
以外出打工，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工作，
挣钱顾家两不误。刘翠翠是于集镇于
集村人，患有残疾，行动不便。在于集
镇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她成功在这里
就业。“厂里待我很好，逢年过节都有
福利，而且厂子离家很近，不耽误照顾
家里。”刘翠翠说。

看到员工慢慢过上了好日子，潘
书芳感到很欣慰。她认为除了大家的
努力，还得益于政府对公司发展的大

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计划结合电商
平台让产品销路更广，带动更多群众
在家门口就业。”谈及未来，潘书芳信心
十足。

毛绒玩具加工工艺简单、能耗低、
污染小、入职门槛低，劳务需求量大，
就业形式灵活，市场前景好，能让农村

留守劳动力充分就业，是有效增加群
众收入的重要渠道。近年来，于集镇
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让农村劳动力
在家门口就业，实现“挣钱、顾家”
两不误，有效激活了广大农村群众的
内生动力，让群众的幸福感在家门口
升级。

就业有保障 日子更亮堂
——于集镇群众家门口成为“上班族”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 1月8
日，临清市新华路街道锦绣青城小区
在红星社区党委的指导下，根据评价
小组反馈的意见和住宅小区物业服
务质量综合评价要求，迅速开展物
业整改提升，重点对小区内的垃
圾、堆积物、废弃物、杂草等进行
了彻底清理，并对老旧小区的墙面、
单元楼门、电线杆上的小广告进行了
清除……

“希望电梯及时保养维护。”“小

区外围垃圾该清理了。”“建议每单元
有专人定期对每个楼层及地下进行
巡 逻 ，增 设 保 安 电 子 巡 更 系
统。”……为进一步推动“红色物业”
建设工作，促进物业企业提供精准
化、精细化服务，当日，新华路街道各
社区党委对前期进行的“入户测评”
进行总结后，社区评价小组把意见反
馈给各物业服务企业，推动住宅小区
物业服务质量综合评价工作与整改
提升工作同时进行。

新华路街道

“反馈整改”促物业服务提升

1月9日，公司员工在赶制订单产品

大棚蔬菜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