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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 一张
张桌子依次排开，一张张红纸格外
醒目，来自临清市烟店书法协会的
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一副副寓意
吉祥的春联在笔下写就。

为给烟店镇退役军人送上节日
的祝福和真挚的问候，弘扬拥军优
属的光荣传统，1月19日，烟店镇退
役军人服务站、烟店双拥志愿者协
会、烟店书法协会联合开展“双拥共
建迎新春暨烟店书法协会献爱心送
春联”活动。

烟店镇前张寨村村民、退役军
人牛传敬拿着刚刚写好的春联，激
动地说：“手写的春联比买来的春联
更有意义和韵味，感谢党和政府一
直记挂着我们！”

书法家共计书写 400 余副春
联，副副春联包含着对新春的美好
向往和歌颂，饱含着对退役军人满
满的祝福。活动结束后，现场工作
人员将承载着美好祝福的春联送给
300余名退役军人，营造了敬军、拥
军、爱军的浓厚氛围。

烟店镇

笔墨飘香情暖退役军人

■ 本报记者 蒋红帅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1 月 25
日，茌平区冯官屯镇庞庄村村委会
会议室里，暖意融融，一派热闹景
象。村里年满 60 岁的老人不约而
同地赶到这里，人人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今年的‘新年大礼包’是一桶
5升大豆油，一袋5公斤大米，一共
120份。咱村60岁以上的老人人人
有份儿！”庞庄村党支部书记庞杰
明一边高声招呼老人别拥挤，注意
脚下安全，一边手脚麻利地从腰间
的皮带上取下钥匙串儿，捏住一枚
钥匙一扎，只听“砰”地一声，塑料包
扎筋条断开，露出一桶桶金黄色的
大豆油。

过新年，尽孝心，给村里老人发
“大礼包”在庞庄村已不是第一次。

“我们村有500多户，近一半从
事旧木材收购生意，另一半从事生
猪养殖。村里先建成了旧木材收购
市场，帮助村民销售的同时把周边
村的散户也吸引了过来。随后，在
2020年，村里又成立了哼哼养殖合
作社，采取‘公司+农户’的代养模

式，与新希望六合农牧有限公司合
作，带领村民致富的同时，进一步提
高了村集体收入。”回忆起村内产
业的一路壮大，庞杰明有说不完的
话。

庞杰明告诉记者，新建的占地
100 余亩的养殖合作社，可同时容
纳 2.5 万余头生猪，平均年收益 35
万元。目前，合作社存栏生猪 1 万
余头，预计3月达到育肥标准出栏，
预估收益20余万元。

“咱办合作社就是为了让村民
生活得更好。现在，有了集体收入，
不仅给村民分红，还要好好孝顺老
人。村子富了不算富，村民共富才
叫真富！”庞杰明说。

一袋袋米、一桶桶油，满含着对
老人新一年的祝福。

“东西不在多少，在于心意。村
里每年年底，都给我们这些老人送
年礼，这说明大伙儿心里有我们，让
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新的一年，就
盼俺村里的合作社越来越好，大家
的腰包越来越鼓！”拿着刚领的米和
油，村民庞列清老人高兴得合不拢
嘴，也道出了自己的新春愿望。

“孝心福利”送到老人身边

■ 本报记者 苑莘

“从1月1日开业至1月20日已收
入6万余元，日均盈利达到3000元以
上。”1月20日，莘县古云镇黄庄村
党支部县派第一书记高博脸上笑开了
花，“草莓成熟了，今年收益很好，
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不仅高博，村里的群众更开心，
因为丰收的草莓是黄庄村人新一年好
日子的保证。“这 4 座草莓棚，每座
大棚投资 5 万多元。投入的 23 万元
中，村集体投资了 12 万元，占股
51%。”高博说，这意味着黄庄村有
了更多的资金积累用于投资和改善民
生。

1993年出生的高博，在黄庄村已
经工作快两年时间。积累少、收入低
的黄庄村曾有不少民生欠账。上过大
学、当过兵的高博，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退役后，为了改变家乡面貌，
高博响应号召，返回老家当起县派第
一书记。

在村里工作期间，高博积极争取
各项支持政策，使黄庄村的硬件设施
不断改善：改建村主干道路，胡同
实现全部硬化；全村通上自来水，
村民的饮水安全有了保障；翻修村
内1600米村主干排污管道以及180条
支干道，生活污水实现雨污分离；新
建乡村记忆博物馆和600平方米村级
文化广场……

“大家都想生活在好的环境里，
在组织部等部门单位的支持下，村里
的硬件欠账补上了不少。”这让高博
感觉身上的担子轻了不少。

但村集体没有收入咋办？高博积
极向先进村党支部取经学习，推动黄
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合作社利用
4 亩集体土地，建设了 4 个草莓大
棚。建设大棚过程中，高博还创新引
入了股份制，由村集体控股，引入村
民的闲置资金，顺利解决了资金问
题。“我们去年 9 月中旬开始种植草
莓，目前已经结果，非常畅销。”高
博估计，到今年5月合作社的收入将
达到40万元，村集体可获得20万元
收入。

本报讯（通讯员 李成艺） 自
1月8日开发区工作作风专项整顿
提升活动开展以来，北城街道紧盯
重点工作、重点领域、重点人员，深
入查摆整改工作作风突出问题，全
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发展
氛围。

行动中，北城街道成立作风整
顿领导小组，围绕4个方面、20项整
顿重点开展督导检查，要求各社区、
各部门以作风整顿为契机，针对工
作中存在的作风问题、廉政风险点
等开展自查。同时，街道纪工委通
过随机抽查的方式，不定期对各单

位自查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压
实作风整顿责任。

为进一步激发街道干部担当作
为的工作热情，北城街道每周召开
重点项目调度会或现场观摩会，对
重点项目逐一进行梳理分析，及时
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街道党工委针对重点项目完成
情况开展督查，对重点项目工作推
进缓慢、落实不力的进行通报批评，
做到“红脸出汗”，督促领导干部当
好作风建设“领头雁”，全力推动项
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北城街道

深入推进作风整顿

■ 本报记者 叶晨雯

“进入腊月，客
户纷纷购置鲜椒酱年
货礼盒，这个月，我
们合作社的销售额增
长 了 3 倍 。” 1 月 24
日，阳谷先运辣椒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方先
运说。

阳谷县高庙王镇
地 处 鲁 西 ， 光 照 充
足，无霜期长，适合
朝天椒生长。由党支
部领办的阳谷先运辣
椒专业合作社拥有自
主注册商标 6 个，其
中“江北第一辣”朝
天 椒 被 评 为 绿 色 食
品 ，“ 阳 谷 朝 天 椒 ”
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同时又
被评为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山东省知名
农产品。

春节临近，合作
社的特色农产品年货

礼盒进入销售旺季。“昨天阳谷县寿张
镇一名顾客慕名而来，一次采购了 40
个礼盒作为馈赠亲友的年货礼品。”方
先运说，传统的辣椒酱一般采用晾干
后的干辣椒制作而成，该合作社则是
采用鲜辣椒制作。与众不同的制作工
艺成为礼盒销售推介的一大亮点。

合作社十分重视通过抖音和快手
等平台进行线上宣传和推广。在抖音
平台，合作社开设了店铺，主播向
客户讲解产品的特色进行带货；在
快手平台，方先运在线推广辣椒种
植技术，在传授技术的同时也宣传了
产品。

“现在，不少客户都通过网络采购
年货。在生活中吃惯了大鱼大肉，特
色农产品成为人们自备年货和馈赠亲
友的新选择。”方先运说，红红的辣椒
酱烘托着新年红红火火的氛围，成为
新年餐桌上的一道年味。

“今年，合作社被认定为全国蔬菜
质量标准中心试验示范基地，又多了
一张金色名片。”方先运自豪地说。

■ 文/图 梁丽姣

空心挂面、冠县酥肉、秋月梨……
在首届“好品冠县·开心过大年”电商年
货节上，喜庆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起，琳
琅满目的农副产品摆满了直播桌，让人
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

“朋友们，咱冠县的农副产品质优
价廉，离得近的朋友可以到线下的直播
点来看一看、选一选……”1 月 19 日下
午，冠县主播陈爱芬穿着喜庆的花棉
袄，手拿家乡的农特产品，通过快手平
台开起了直播，没多久，就收到十几份
订单。

陈爱芬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主播，听
说要办电商年货节的消息后，就赶紧报
了名。“我绝不能错过这么一个学习的
好机会。”陈爱芬说，“一开始有点怯场，
怕出不了单，当成功卖出第一单后，我

心里慢慢有了底气，这算是尽自己的微
薄之力为家乡作点贡献。”

像陈爱芬这样的主播，在冠县首届
电商年货节上就有 30 多位。从 1 月 16
日开始，冠县电商工作专班与山东卖菜
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联合，组织全县
18 个乡镇（街道）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企
业、商贸流通企业和重点电商企业，线
上线下联动，在全县13个路口、广场等
地搭建统一样式、统一主题的年货展示销
售展位22个，让群众“一站式”购足年货。

“这次电商年货节是一次全新的尝
试，我们采取统一规划装饰、分散布置
摊位、精细服务管理的方式，在每个展
位都架设了直播设备，用电商直播的方
式将家乡的农副产品推广出去，让群众
开心过个好年。同时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冠县商务和投
资促进局二级主任科员贾成革介绍。

电商年货节带来新“年味”

1月25日，茌平区菜屯镇林场村大棚里，村民李东叶在采摘香椿芽。
目前，林场村54座大棚的香椿芽进入采摘期，该村日产香椿芽2500公斤，每公斤能卖到100元，销往北京、上海、

济南等地。 ■ 赵玉国 邢禄昌

■ 张燕

“进了腊月，藕价天天涨。按照现
在 8 元/公斤的行情，今年又是个丰收
年。”1月25日，泡在藕塘采藕的冠县万
善乡东马固村党支部书记邢之乾虽然
冻得瑟瑟发抖，脸上却笑意盈盈。

邢之乾所在的这个藕塘，原来是一
个废弃的窑坑。废弃久了，慢慢成了垃
圾坑，附近群众意见很大。虽然村集体
收入捉襟见肘，却也不得不每年拿出几
千元清理。

东马固村并非个例。万善乡副乡
长胡宪龙介绍，因建房取土等历史原因
形成的坑塘，万善乡每个村庄都有。坑
塘整治费用高、难度大，曾一度成为令
人头疼的“闹心地”。

2018年，山东省实施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为确保行动计划
在基层落地见效，冠县积极探索村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新模式。

东马固村村“两委”成员将目光瞄
准了村里的废旧窑坑，利用县乡两级扶
助资金在废旧坑窑中种植了7亩莲藕，
当年收益2.8万元。第二年，他们又在
村北整理出5亩坑塘，种上了莲藕。

投资少、见效快，东马固村利用废
旧坑塘种植莲藕的经验，吸引其他村庄
纷纷效仿，先后有 18 个村党支部领办
了莲藕合作社。当年，万善乡藕塘面积
达 200 亩，平均每个村集体收入增加 5
万余元。

如今，万善乡又指导 19 个村党支
部领办的莲藕合作社成立了莲藕合作
联社，统一品牌、统一管理、统一销售，
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同时，尝试在藕
塘里养殖鱼、龙虾和泥鳅，提高收益。

“发展坑塘经济，不仅节省了清理
垃圾的费用，每年村集体还能多几万元
钱的收入。有了这些钱，我们能给群众
办不少实事，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邢之乾笑着说。

■ 本报记者 李政哲

“以前出门到处黑漆漆的，现在
换了新路灯真好，亮堂堂的，舒心多
了！”“是啊，再也不用摸黑回家了，
这些路灯不但照亮了村道，而且照
亮了大家的幸福新生活！”1 月 25
日，夜幕降临，在度假区于集镇前高
村主干道旁，一盏盏路灯亮了起来，
几名村民在路灯下有说有笑，呈现
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

前高村是众合新村的自然村。
以前，村里的主干道以及胡同口有
路灯，但年久失修，大部分已经不
亮，一到晚上，漆黑一片，给村民出
行带来不便，行人和车辆的安全也
难以保障。

“近年来，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广大村民想要更换路灯的愿
望越来越强烈。村里也想更换路
灯，但因为村集体没有收入，实施起
来并不容易。”该村党支部书记高建
甫介绍。

村民高建国是一家企业的负责
人，长期在外经商，且热心公益事
业，逢年过节还为村里60岁以上的
老人发放礼品，群众口碑很好。前

不久，他还给西安市捐赠蔬菜抗击
疫情。

“自己村里的事，咱必须得尽
一份力！”得知村里要更换路灯，高
建国便找到了高建甫，拿出 4 万元
作为更换路灯的资金。随着爱心善
款到账，村里的“明亮工程”建设顺
利启动。

经过几周的紧张施工，43盏新
路灯安装到了村里的各主干道以及
胡同口。农历小年这天，前高村的
路灯亮了起来，照亮路面的同时，也
增添了节日气氛。

村民梁安宁和妻子常年在外打
工，每年返乡都是晚上到家。“以前
村里没有路灯，每天晚上回来都得
打着手电筒摸黑走路。现在村里装
上了路灯，走到哪里都亮堂堂的。”
梁安宁说。

“这事儿不算啥。”谈及给村里
捐资的事，高建国摆了摆手说，“不
管路走多远，我的根仍在这里。这
几年，随着蔬菜种植产业的发展，村
民越来越富裕了，环境也越来越漂
亮了，虽然不常回村，但我心里时刻
想着乡亲们，愿为村庄建设出一份
力。”

新路灯点亮村民幸福生活

■ 刘桐 郭洪广

“快来尝尝俺的西红柿，酸甜可口，
口感特别好，这是新引进的‘济阳
1832’品种，坐果率高，长势喜人，现在
正陆续上市，这一茬正赶上春节。”1
月26日，在高唐县固河镇南闫村的西
红柿种植大棚内，村民王长才拿着几
颗色泽诱人的西红柿高兴地介绍，“今
年市场行情好，收购价 10 元钱 1 公
斤。”

在南闫村，这样的西红柿大棚有
百余个。因为施有机肥，大棚内西红
柿个大饱满、色泽红润、酸甜可口、营
养丰富，深受消费者欢迎。

焦玉英曾经是一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自去年开始种植大棚西红柿，不到
一年时间增收4万多元。“通过种植西
红柿，经济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
好。”焦玉英看着长势喜人的西红柿，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近年来，为发展大棚蔬菜种植，增
加农民收入，南闫村成立了英先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开展无公害蔬
菜种植，带动全村发展西红柿种植户
近 60 户，建设高效蔬菜大棚百余座，
年收益500万元。如今南闫村种植的
西红柿吸引上海、北京、石家庄等大中
城市客商纷纷前来收购，给当地菜农
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南闫村的
影响下，附近村庄村民也纷纷开始建
大棚、种西红柿。目前，固河镇建有蔬
菜大棚600余座。

“我们准备对镇里的所有蔬菜大
棚进行改良提升，坚持园区化打造、
标准化种植、一体化培育、品牌化经
营，从生产、施肥到包装、销售严格
把关，努力提升果蔬品质。”固河镇
党委书记赵伟表示，固河镇将探索农
产品精深加工新模式，延伸农业产业
链条，并通过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
道，将西红柿卖向全国。

冠县首届电商年货节现场冠县首届电商年货节现场，，主播修荣荣向直播间的网友介绍空心挂面主播修荣荣向直播间的网友介绍空心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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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柿棚里话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