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吕晓磊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中国人
的传统观念。但是今年春节，河南周
口的顾群星选择了在聊城过年。

2月5日，大年初五，顾群星的小
餐馆已经正常营业了。“往年这个时
候，还在老家走亲戚呢……”在聊城
开了20多年餐馆的顾群星和老伴位
凤兰，原本准备回家过年，但看到疫
情反反复复，考虑再三，决定今年春

节不回河南，而是去临清和儿子一家
一起过年。

“本来说好的我们全家一起开车
回家过年，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就
地过年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
只是父母兄弟都在河南老家，有些放
心不下。”因为疫情，顾群星已经2个
春节没能陪在父母身边了，他说，“只
能平时多回家看望老人，去年清明节
和国庆节都回去了，今年五一再回去
看看。老人毕竟年纪大了，不放心。”

去临清之前，顾群星特地从市
场买了一些年货，还买了些老虎挂
饰和贴纸，并嘱咐老伴给孙女包了
一个大红包。“虽然不能回老家，但
过年还是要热热闹闹的。”顾群星
说，“大年三十，儿子下厨做了一桌
丰盛的年夜饭。大年初一，儿子儿
媳还带我们老两口去逛了公园。虽
然没有在老家过年人多，但是也可
高兴、可带劲！”

对于这两年没能回去过春节，顾

群星的父母也十分理解。
“年前，我寄了些年货回家，现在

打电话、视频拜年也方便。”顾群星
说。

身心皆安处，他乡即故乡。在聊
城，像顾群星这样，选择留下来过年
的还有很多。虽然人不能回家，但快
递年货、电话祝福、视频拜年等更多

“线上团圆”方式让就地过年也变得
一样温馨、一样温暖。

就地过年也温馨

■ 本报记者 李政哲

“小田，来瓶水。”“好嘞，叔。一
共2元，您拿好。”2月4日，田汉全在
自己的小卖部里接待前来购物的村
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当天，阳光灿烂，天空湛蓝。田
汉全的心情就像这晴好的天气一
样。这几年，他在家开着小卖部、在
酒店当着保安，忙里又忙外，日子一

天比一天红火，精神头也一天比一天
足，和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34 岁的田汉全是度假区朱老庄
镇田宓村人，曾是村里的贫困户。

田宓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田纪岭介绍，田汉全一家3口，父亲今
年 80 岁，患有高血压，母亲今年 72
岁，除了高血压之外，还患有四级残
疾，田汉全则是肢体二级残疾，一家
人都干不了重活，生活拮据。村里先
后给他办理了低保、残疾补贴等手
续，一家人的日子才有了起色。

“这么多人都来帮我，我得做出
个样子来。”田汉全心里憋着股劲，

“先把自己的地种好，再找份稳定的
工作。”

“由于他行动不便，打工没人要，
我们就想着让他先开个小卖部，赚点
钱补贴家用。”田纪岭说，“这样，他父
亲也能跟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

村干部帮田汉全把家里靠街的
房子收拾出来，又帮着他办理了营业
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等。很快，田汉全的小卖部
开张了，村民们都很照顾他的生意。

田汉全顺利脱贫后，考虑到父母
年龄大了，需要人照顾，家里还得存
些钱，于是，他找到了田纪岭，表达了

再找份工作的想法。
“我看他挺有上进心，就和附近

的温泉酒店沟通协调，让他在那里当
了保安。”田纪岭说。

“从晚上7点工作到早上7点，主
要负责登记、查码、测温、巡逻，一个
月歇 3 天，能领到 1600 元。”2021 年 3
月，田汉全又有了份稳定的收入。

今年，在干好酒店保安的同时，
田汉全计划扩大经营范围，给小卖部
添些新商品。

“咱不是还得奔着好日子使劲
嘛。”田汉全笑着说。

田汉全的幸福生活

■ 本报记者 吕晓磊

“明天一早就把工资发下去，让
大家高高兴兴回家过年！”1月30日，
农历腊月二十八晚上8时，返乡创业
10 年之久的莘县王庄集镇东社庄村
村民李庆国和工人们收工回家。

2011 年，看好家乡的创业前景，
在天津装修公司安装门窗的李庆国
回乡创业，在王庄集镇政府驻地租下
一间门面房，成为某品牌门窗的代理
商。“创业很辛苦，但离家近，下班再

晚也能回家，每天能看到家人，再累
也觉得值得。这和在外面打工的感
觉完全不一样。”李庆国深有感触地
说。

如今，李庆国是某品牌门窗3个
县域的代理商，是当地小有名气的

“门窗老板”。除了代理品牌门窗，他
还在镇上买了3间门面房，自己加工
制作铝合金门窗。2021年，李庆国的
营业额达到300多万元。除去经营成
本，每年纯收入20多万元，与打工时
的收入相比翻了几番。

李庆国有一支十几个人的工程
队，工人大都是附近村庄的乡亲。李
庆国介绍：“每个工人每天能挣300多
元，按月结算，干得多的时候，每个人
一个月能挣1万多元。在自己家门口
打工，一点儿都不比在外面挣得少。”

现在，李庆国一直在外打工的弟
弟李占光也回到家乡，跟哥哥一起在
家门口打拼。

“以前，老家就业机会少，只能到
外地打工。现在，老家政策好，在家
门口创业，既能赚钱还能和一家人在

一起。”李占光觉得，这比外出打工强
多了。

近年来，随着创业环境的优化和
创业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像李庆
国、李占光这样的外出打工人员返乡
创业，上演“凤还巢”。

1月31日，农历除夕，李庆国在家
里摆好酒菜，和村里的乡亲围坐在一
起。“在家门口创业挣钱，日子更舒
坦。明年再加把劲，争取给自己换辆
新车！”李庆国欣喜地说。

“家门口创业，日子更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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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海波

春节回老家，是每年的必备功
课，想想每年的回家之路，不禁让人
感慨良多。

孩子姥姥家在菏泽市东明县，西
临河南长垣、北靠濮阳、南接兰考，距
聊城260多公里，是山东的西南门户。

20 年前，孩子小，还带着大大小
小的包裹，手提肩扛，回家一趟真是

不容易。那时，我们乘火车回家，到
菏泽火车站后，要坐公交车到菏泽汽
车站，再乘公共汽车到东明汽车站，
最后由家人骑自行车接回去，一路上
要换四五种交通工具。我们一般都
是早上8点离开聊城，到老家时已是
下午1点。

2008 年，我买了家庭轿车，回家
时再也不用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挤
火车了，但是，因为没有高速公路，我

们要走莘县、濮阳，需要在省道、县道
甚至乡间小路上行驶。坐车坐久了，
孩子也闹，所以一路走走停停、停停
走走，大约4个小时才能到达。虽然
节省的时间不多，但省去了坐火车的
辛苦，已经很好了。

2016 年，德商高速通车，我的家
庭轿车也更新换代。春节期间，高速
公路上的车比较少，一路走来非常顺
畅，我们一边听着歌，一边开着车，2

个多小时就到了家。今年，我这个老
司机也光荣下岗了，一路上都是儿子
开车，当初需要抱着走亲戚的小娃娃
已长大成人。

从以前的5个小时，到后来的4个
小时，再到现在的2个小时，回家的时
间越来越短；从以前的坐火车，到后来
的开车走县乡公路，再到现在的开车
走高速公路，回家的路越来越顺。

回老家的路更顺了
本报讯（通讯员 王欣楠）为做好

大气污染综合整治暨烟花爆竹禁燃禁
放工作，让辖区群众度过一个安全、文
明、祥和的春节，茌平区洪官屯镇持续
开展烟花爆竹禁燃禁放、散煤治理及农
业废弃物禁燃等督导巡查工作，坚决查
处打击偷燃偷放行为，确保3月31日前
不出现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2 月 1 日下午，该镇组织召开大气
污染综合整治暨烟花爆竹禁燃工作责
任落实推进会议，再次明确镇域烟花爆
竹禁燃禁放工作要求，夯实各网格村党
支部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全体镇村
干部在岗值守、一线督导、密切配合，利

用各村摄像头严密监控，确保检查细
致、宣传具体、落实到位。

该镇组织包村干部、文明实践志愿
者及公安民警按照分片划区、包村到人
的原则，深入各村，定人、定岗、定责，全
天候进行巡查，重点检查是否有燃放碎
屑，确保管控、查处、整治等各项禁放措
施落实到位。

该镇充分运用各村微信群，广泛宣
传禁燃禁放要求及公安部门查处案例，
利用应急广播全天候播放禁燃禁放等
相关通知，营造浓厚的禁燃禁放宣传氛
围。

洪官屯镇不闻烟花爆竹声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清林 王广
策） 数九寒冬，天寒地冻。虎年春节
前夕，阳谷县金斗营镇莲花池二村白
莲藕种植基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
景象，当地党员干部及志愿者正在帮
助人手不足的藕农采挖、搬运白莲藕，
供应节日市场。

莲花池二村依托金堤河资源优
势，采取“支部+合作社+基地+党员+
农户”模式，引导广大党员群众因地制

宜种植白莲藕、雪藕等优质品种。该
村种植莲藕不使用化肥、不打农药，采
取施用有机肥和生物防治病虫害等方
法，保证了该村生产的白莲藕、雪藕绿
色、安全、环保，畅销全国各地。如今，
莲花池二村 200 余亩莲藕种植基地亩
均效益达2万多元，成为带动当地群众
和集体增收的“聚宝盆”，有力助推了
乡村振兴。

莲花池二村绿色莲藕助农增收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后张官
营村在第一期空闲宅基、土地清理回收
行动中，清理收回老宅基32处，集体坑
塘和土地约7亩，共涉及村民45户，现
已引入山东易广模具有限公司，为集体
创收 10 万余元。”1 月 27 日，临清市魏
湾镇张官营联合村党委书记张秀山告
诉记者，第二期空闲宅基、土地清理回
收工作已于1月17日开始。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美
丽乡村建设，魏湾镇因地制宜，持续在
整治盘活空闲宅基地上亮实招、出新
招。张官营联合村利用“村村响”、村庄
微信群、村务公开栏等向村民讲解空闲
宅基地综合利用政策，引导村民主动参

与整治空闲宅基地工作。张官营联合
村“两委”干部在充分了解空闲宅基地
分布、权属、类型、面积、农户意愿的基
础上，召开了联合村村民代表大会，表
决通过了《张官营联合村废旧宅基地及
集体空闲地回收实施方案》。2021 年
12月，后张官营村讨论通过了《后张官
营村废旧宅基及空闲地回收二期实施
方案》。

对于收回的空闲宅基，魏湾镇指导
各村通过招商引资或公开租赁等方式，
盘活闲置资源，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促进农村个人和集体资产保值增
值，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提升
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魏湾镇盘活空闲宅基土地资源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帅） 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以来，阳谷县石
佛镇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
兴战略要求，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探索“党员带头、干群联动、抓点
促面、整体提升”整治模式，突出重点
抓整治，全镇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提升。

该镇组织召开人居环境整治专题
会议，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行再部
署、再安排，深化全体干部对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的思想认识，制定了整治工
作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细化任务、
明确责任。该镇组织党员干部入户动
员宣讲，确保群众了解政策、熟悉政
策、吃透政策，引导群众由“站着看”向

“主动干”转变，积极融入提升人居环
境的热潮。

石佛镇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本报讯（刘桐）“我们流转本村
老弱病残及长年外出务工人员的土地
200余亩，由合作社统一管理。”1月26
日，高唐县杨屯镇三里村党支部书记、
党支部领办家林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程家林介绍，合作社成立以来，在节
省村民农业生产开支的同时，每年为
村集体增加收入5万多元。

家林农机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20
年 1 月，目前有社员 292 人，拥有无人
机操作员、农机驾驶员等专业人才 5
名，大型农机具8套，主要为全村村民
提供农作物收割、旋耕灭茬、种植管
理、病虫害防治等生产环节的相关服

务。
杨屯镇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带动作用，大力推
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的模式，现有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27个，其中，农机服务类专业合作
社7个、种植业类合作社20个，涌现出
了三里村家林农机专业合作社、陈庄
村美良农机专业合作社、西朱村田兴
种植合作社、杨东村鑫农源种植合作
社、张大屯村千畦种植合作社等适合
当地发展和推广的合作社典型，激发
了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实现村集体和
村民双增收。

杨屯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助农增收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通讯员
吕绍兴 朱红光） 为满足辖区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去年以来，临
清市新华路街道不断完善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文明村镇创建
水平，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新华路街道不断完善乡村文化振
兴配套设施，建设了文化广场、文体活
动室、农家书屋等，为群众提供正能量
的文化服务。目前，新华路街道47 项
农村文化惠民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实现
村级全覆盖，把文化阵地打造成为融
思想引领、道德教化、文化传承、健康

提升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平台。
新华路街道大力培育综合人才，

打造高素质文化队伍，并为51 个网格
村全部配备了文化专干，负责村级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的日常工作。各村相继成立了广场舞
队、京剧社团、舞龙队、扇子舞队等文
体队伍，常态化开展广场舞比赛、文艺
汇演、农民运动会等文体活动，丰富了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邻里和
睦共融的良好氛围，传播了积极向上
的生活态度，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
意度大幅提升。

新华路街道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2月7日，在东昌府区韩
集镇金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育苗基地温室大棚里，工作
人员正管理西瓜幼苗。

冬季是蔬果幼苗的销售
旺季，为保障蔬果幼苗供应，
金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春节期间不休假，全力
以赴为各地客户提供优质蔬
果幼苗。今年，该基地预计
销售蔬果幼苗1500万株，年
销售额可达1000多万元。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