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叶晨雯

2 月 8 日，虎年伊始，阳谷县博济
桥街道前李村粉条工坊里一派火热景
象。热气腾腾的作坊里，有着几十年
粉条制作经验的工人师傅正在有条不
紊地忙碌着；屋外晾晒的粉条晶莹剔
透，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

“我们村有生产粉条的传统，几十
年前就是远近闻名的粉条村。”前李村
党支部书记李福岩说，为发展特色产

业，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前李村发动群
众入股建设了粉条生产工坊，生产富
硒地瓜粉条，并以“前李村百年老粉
房”为亮点进行宣传推介。

前李村粉条主打传统生产工艺特
色，然而，在前期生产过程中，客户反
映，这样生产出的粉条容易断。问题
出在哪儿？前李村粉条工坊遇到了难
题。

“我们组织村里的粉条手艺人进
行研究摸索，发现粉条易断是制造粉

条的地瓜粉油脂含量高引起的，为此，
我们对地瓜粉进行脱脂处理，解决了
粉条容易断的问题。”李福岩说。凭借
良好的口碑，前李村粉条供不应求。
去年，前李村共生产粉条近2万公斤，
销售收入37万元，实现村集体增收15
万元。

装箱后的粉条被搬运到货车上。
看着货车驶远，李福岩说，新的一年，
他的愿望是进一步扩大粉条工坊的生
产规模，解决粉条产能不足问题。“我

们有自己的电商平台，也有网红要和
我们合作，但是因为目前产能达不到，
无法满足大订单需求，制约了粉条加
工产业的发展。”李福岩表示，为破解
产能“瓶颈”，在运用传统工艺的同时，
工坊计划建设配备制冷设备的现代化
食品生产车间，解决气温高时无法生
产粉条的问题。不仅如此，该村还将
通过发挥合作社的带动作用，组织群
众种植富硒地瓜，进一步整合资源，保
证原材料的供应和品质。

老工艺搭上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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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吕晓磊

“咋又买这么多东西？不是跟你
们说了吗，啥都不用买，啥都不缺。”2
月2日，农历大年初二，家住开发区的
徐秀平一边热情地招呼提着大包小
包礼物的女儿女婿进门，一边幸福地
唠叨着。

今年 72 岁的徐秀平是一位退休
教师。春节前，儿子儿媳给她和老伴
儿每人买了一部智能手机作为过年
的礼物。“我现在学会了在手机上看
视频，跟着视频学广场舞、学做饭。”
更让徐秀平和老伴儿高兴的是，他们
还学会了用微信聊天，“学会了发语
音、打视频电话，随时都能和亲戚朋

友聊天，还能看见人，跟见面一样。
这东西可真高级。”

大年初二，2 个女儿回娘家，又
给徐秀平带来了衣服、水果、茶叶、
烟酒、牛奶等节礼，摆满了客厅的一
角。

“你们就是爱乱花钱，买那么多
东西，我们哪能吃得完、用得完？日
子再好也要勤俭节约。”徐秀平“抱
怨”着，脸上却露出幸福的笑容。

“现在，孩子啥都给我们买，很多
东西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没见过。”徐
秀平说，上世纪80年代，过年走亲戚
的“标配”是挎个提篮，里面放几个白
面馒头，外加1公斤点心，然后在提篮
上盖一块花毛巾。点心要用纸包好，

上面盖一张油面儿的红纸，再用细绳
捆住。条件好点的还可以加一两个
肉方子（外形四四方方的肉块），或者
是把肉切成肉片夹到馒头里。

徐秀平回忆，如果走亲戚带炸丸
子、油条，或者肉包子这些东西，在当
时就属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
即便如此，亲戚一般也不会把提篮里
的东西全部留下，而是象征性地留下
一部分，再放上几个自家的馒头或其
他东西，算是“回礼”。

“那时候穷，想送别的东西也没
有。亲戚拿来的肉方子或者稍微稀
罕点儿的东西，一般是不舍得吃的，
因为还要留着走别的亲戚。”徐秀平
说。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生活一
天比一天好，提篮慢慢变成了仿皮
的提包或者尼龙的网兜，里面的礼
物也渐渐丰富，有了饼干、罐头、桃
酥、鸡蛋糕等，走到亲戚家打开就给
孩子们吃。到了 21 世纪，人们走亲
戚带的礼物又发生了变化，变成水
果、火腿肠、鸡、鱼、烟、酒和成箱的
牛奶等。

“现在，别说过年了，平常孩子们
回家，汽车的后备箱都塞得满满的，
吃的、用的、穿的，啥都有，以前的日
子跟现在哪能比？我这件褂子就是
闺女新买的，一会儿打开视频，让她
姨看看。”拽了拽新衣服的衣襟，徐秀
平高兴地说。

新年礼物看变化

■ 刘桐 刘凯 赵永斌

正月初一大拜年，拜年也有新时
尚。今年春节，高唐县汇鑫街道裕华
园小区居民把串门拜年改成了“云上
拜年”。

“大家过年好！今年，咱们微信
群里多了一位‘新亲戚’，咱们一起给
他拜个年吧。”5号楼楼长赵友杰在居
民微信群里说。

5号楼的居民都知道，赵友杰说
的这个“新亲戚”是疫情期间负责 5
号楼防疫工作的汇鑫街道干部朱鲁
光。

1月23日，高唐县发现1例外地
输入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在省市两级的全力指导和帮助
下，高唐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
制，众志成城、全民抗疫，与时间赛
跑、与病毒较量，取得抗击疫情的阶

段性成果。
汇鑫街道党员干部与实施疫情

管控的裕华园小区居民携手战疫，共
同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让小区7
天便实现解封。朱鲁光就是与小区
居民并肩作战、结下深厚感情的党员
干部的代表。

“5号楼的家人们，大家新年好，
祝大家身体健康、虎年腾飞。”朱鲁光
也在群里发起新春祝福。“发红包、发
红包……”小女孩张雨欣的喊话，将
微信群里的新年喜庆气氛推向小高
潮。

除夕夜在裕华园小区 1 号楼值
班的郑佳佳，刚刚分管疫情防控工作
半个月，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她临
危不惧，连续几个日夜吃住在小区，
组织人员落实核酸检测、环境消杀、
垃圾清运等工作。

郑佳佳的丈夫也是一名社区工

作者，同样奋战在抗疫第一线，家中3
岁的女儿只能托付给父母照顾。1月
23日这天正好是女儿3周岁生日，郑
佳佳在晚上抽出几分钟时间跟女儿
进行了简短的视频通话，给女儿送上
生日祝福。乖巧的女儿鼓励妈妈说：

“妈妈，我知道你在和病毒打仗，你一
定会打赢的，我在家乖乖等着妈妈回
来。”

汇鑫街道武装部干事刘雨的家
就在裕华园小区，他每次从自家楼下
经过，5岁的儿子都会趴在窗户上与
他隔空对话，互相鼓励。

1月23日以来，汇鑫街道抽调45
名机关党员干部到裕华园小区进行
疫情防控工作，实行 24 小时全天值
守、服务居民，成为小区居民的“新亲
戚”，与小区居民建立了“隔离病毒不
隔离爱”的深厚感情。

小区今年添“新亲”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通讯员
马永霞 袁鑫）“秉忠心，报国家，是我
夙愿；为什么袖手旁观不言语……”2
月3日一早，临清市松林镇田庄村群众
早早地聚在新建的田庄吹腔爱心大舞
台前，聚精会神地看大戏，人群中不时
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倡导健
康、文明的生活新风尚，正月初一到
初五，松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活
动志愿者、田庄吹腔农民业余剧团的
演员们，身穿彩妆，在田庄吹腔爱心
大舞台演出了《双喜》《黑山羊》《游西
湖》《汗衫记》《三姓合》《白云涧》《凤

凰山》等传统剧目。演员们以扎实的
功底、优美的唱腔以及精湛的表演，
展现了田庄吹腔文化的特色和魅力，
引来台下无数欢声笑语，汇成乡村最
美的风景。

田庄吹腔是流传于松林镇田庄村
的一种古老戏剧曲种，至今已有近300
年的历史，从俗曲小令到化装演唱再
到舞台表演，经过长期实践，吸收其他
剧种的表演特长，最后形成了一套独
特的表演方式，展现出粗犷豪放的音
乐风格。

2021 年，田庄吹腔获评山东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

松林镇非遗大戏庆新春

本报讯 （刘桐）“感谢党和政府
对我的关心帮助，让我享受到这么好
的无障碍改造设施，以后出门再也不
怕路不好走了。”1月26日，高唐县固河
镇后吴村脱贫户殷秀平操控着轮椅，
在门前刚刚改造好的坡道上自如移
动。

固河镇残联不折不扣落实品质
民生工作要求，开通扶残助残呼应通
道，稳步改善困难残疾人生活条件，
从根本上提高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质
量。

殷秀平患有肢体二级残疾，丈夫
刘殿伍患有肢体三级残疾，家庭生活
十分困难。后吴村村委会将殷秀平一
家的情况上报到固河镇残联，固河镇
民政所和残联迅速安排工作人员到殷

秀平家中走访，并将其纳入最低生活
保障救助系统，做到各项政策应享尽
享。

今年1月，固河镇残联争取上级政
策，为殷秀平家进行了无障碍改造，加
宽了户门，铺设甬路及轮椅坡道，还为
其改造了厨房，让殷秀平一家的生活
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尽管有政府的兜底保障，但自己
也不能坐吃山空，必须自食其力，做些
力所能及的工作。”殷秀平说，她在尝
试了多种工作以后，在假发加工行业
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致富门路。“只要认
真仔细、不怕吃苦，就能完成工作任
务，为家庭增收，我们的日子一定会一
天天好起来。”殷秀平对未来生活充满
信心。

固河镇无障碍改造为残疾人解忧

本报讯（通讯员 于鑫）“目前，
我们村的巷道胡同硬化工作已经完
成，村民出行越来越方便，幸福感和满
意度不断提高，尤其是临近春节，外出
务工村民返乡，看到村里的变化，都竖
起大拇指。”1月30日，高唐县梁村镇西
崔村党支部书记崔俊全指着新硬化的
道路高兴地说。

2021年，梁村镇以“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为契机，投资750余万元，
对辖区多个村庄的道路进行了新修、
翻修，改善了辖区居民的出行条件。
2022年，为进一步方便群众，梁村镇又
投资10万余元，对道路基础设施薄弱

的打渔李村、西屯村、黄圈村、西崔村、
柳庄村、王广村和贾庄村等7个村庄实
施巷道硬化改造提升工程，共计硬化
路面4公里。

“元旦以来，梁村镇加大人居环境
整治力度，不断加强对‘三大堆’的治
理，持续巩固 2021 年人居环境整治成
果，并发动全镇广大群众参与其中，在
全镇营造了‘文明你我他、环境整治靠
大家’的良好氛围。我们认真听取村
民意见建议，对村庄内未硬化巷道进
行治理，切实改善提升了群众的生活
居住环境。”梁村镇党委委员陈博介
绍。

梁村镇加快村庄巷道硬化改造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为进一
步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近日，
临清市青年路街道按照“六治”要求，
从老百姓最关心、最现实、最希望解决
的问题着手，紧盯环境管理的死角盲
区和薄弱环节，全面推进乡村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塑造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的新形象。

青年路街道成立环境整治督导
巡查小组，细化行动方案，明确工作
重点和时间节点，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全面摸清问题底数，建立问题台
账，对账销号。该街道采取从每个社
区抽取一个村庄进行环境整治情况

检查的办法，打分评比，树立典型，通
报后进，确保整治行动见实效。该街
道通过“村村响”、微信群、横幅等形
式，大力宣传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重
要性和意义，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整治
行动，清理陈年垃圾、处理“牛皮癣”、
清理沟渠、拆除残垣断壁，掀起人居
环境整治热潮。

该街道党员干部按照乡村清洁标
准，主动带头整治自家房前屋后、道路
主干道和沟渠两侧杂草垃圾，各村成
立志愿服务队，带动、发动群众积极主
动参与进来，形成了“干部群众齐上
阵，共创宜居新乡村”的良好氛围。

青年路街道再掀人居环境整治热潮

■ 本 报 记 者 叶晨雯
本报通讯员 汤雁南

“王大爷，过年好啊！您该打第
三针疫苗了，10点多，我带着医护人
员上门给您打针，您有空吗？”2 月 9
日上午8点，阳谷县侨润街道谷山社
区书记武志鑫给社区群众王立生打
了一个“预约”电话。为了方便老年
人接种，她专门联系了街道卫生院，
开展疫苗接种上门服务。

与社区内需要接种疫苗的老年
人逐一联系后，武志鑫便驱车赶到街
道卫生院，接上医护人员赶赴各小
区，一户一户地为老年人进行疫苗接
种。

转眼间，已到11点半，武志鑫和
医护人员来到最后一户需要接种的
老人家中。正在家中等待的张传福
和王爱云热情地把他们请进家里。

“志鑫书记来了，快进来坐！今天还
专门带着医护人员来给俺们打针，太
感谢了。俺常见你晚上还在工作，太
辛苦了！”张传福说。“这点辛苦不算

啥，能给咱社区群众做点事儿，我心
里很高兴！”听到老人对自己工作的
肯定，武志鑫高兴地说。

给老人接种完疫苗，将医护人员
送回街道卫生院，已是中午12点，武
志鑫刚想回家吃饭，微信提示有新信
息。她拿出手机一看，是街道疫情防
控办发来的重点疫情地区返回阳谷
人员排查名单。“疫情防控事关重大，
这可不能耽误。”武志鑫心里想着，开
车向社区驶去。

与重点疫情地区返回阳谷人员
逐一联系完，安排好核酸检测和隔离
事宜，已经是下午 1 点多了。这时，
武志鑫的手机响了，原来是女儿给她
发来了微信视频通话请求。视频通
话接通后，女儿稚嫩的小脸出现在屏
幕中，她用清脆的声音问：“妈妈，你
中午怎么没回家？”“乖宝贝，妈妈中
午有些忙，晚上早点回去陪你玩好
吗？”武志鑫安慰着女儿。“妈妈你不
能说话不算话，说好了，晚上要早点
回来呀！”女儿撅起小嘴说。

结束和女儿的通话后，武志鑫匆

匆吃过午饭又投入到工作中。
作为社区书记，武志鑫需要统筹

安排社区整体疫情防控工作，坚守防
控一线，早出晚归是她的工作常态。

“春节假期刚结束，人员流动性大，正
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候，防控工作不
能有丝毫松懈。”武志鑫说。

下午，她与网格员一起，对小区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排查，督
促沿街超市、药店、餐馆等重点场所
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检查商户测温、
人员登记、通风消毒等措施是否落实
到位，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登记备案，
并要求当事人立即整改。

晚上 7 点多，街上已华灯璀璨，
武志鑫才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拖着疲
惫的身体回到家中。

面对疫情防控新形势，武志鑫以
实际行动践行着社区工作人员的使
命和担当。“社区是我家，为社区服务
是我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身为党员，
为群众办实事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
任。”武志鑫说。

社区工作人员的一天

2月7日，在茌平区贾寨镇贾寨前村一家农资经销点，工作人员在忙
着搬卸化肥。

立春过后，茌平区农资销售部门抢储化肥、种子、农膜等农资产品，为
春耕春种作好充足准备。 ■ 赵玉国 贾俊杰

■ 本报记者 苑莘

“一年之计在
于春。春节临近，
咱们大家坐一起开
个会，有什么好的
想法、打算都放开
说。”1 月 26 日，莘
县燕店镇西孙庄村
的 党 支 部 办 公 室
里，村干部和群众
代表围坐在一起。
这是西孙庄村党支
部春节前的最后一
次主题党日活动，
县派第一书记姬生
勇对这次活动寄予
厚望，“希望大家能
多聊一聊，为咱们
村年后的工作定一
定思路，争取来个
虎年开门红。”

村里的事大家
议，大家的事大家
定。学习了上级有
关文件精神后，西
孙庄村党支部开展

“阳光议事”，总结
2021 年的工作，征
求党员和群众代表
意见，谋划 2022 年
村庄的发展思路。

“去年，我们争
创县级绿化村庄，
效果不错。近期，
莘县卫健局拨给我
们村 5 万元帮扶资
金，要求全部用于

村庄绿化提档升级，提升村庄宜居水
平。开春之后，我们得抓紧行动。”姬
生勇的话得到了村干部和群众代表
的一致赞同，大家纷纷对西孙庄村 3
月份实现村庄绿化升级突破的计划
表示支持。

“真正让家园美起来，光绿化不
行。”村监督委员会主任魏留增说，做
好绿化提档升级改造，不仅要种好
绿，更要管好护好绿。

主题党日活动中，燕店镇干部张
灿、白俊带来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县党代会和县“两会”等相关会议精
神。“我们将认真学习上级会议精神，
扎实做好春节期间外地返乡人员信
息排查、疫情防控值班、人居环境整
治等各项工作。”姬生勇说，春节期
间，西孙庄村将组织村“两委”干部、
党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开展多
项志愿服务活动，把党员动员起来、
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以学促做、以知
促行，让主题党日活动“有滋味”，让
志愿服务“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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