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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为加强
干部队伍梯队建设，今年以来，临清市
戴湾镇注重在工作一线培养锻炼年轻
干部，坚持“墩苗”强历练、“育苗”谋长
远，通过党员带头，带动青年志愿者、
入党积极分子、巾帼志愿者以担当的
行动、务实的作风，在疫情防控、环境
保护、人居环境整治、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等各大战场践行初心使命。

戴湾镇先后召开返乡人才座谈
会，组织相关人员参观红色教育基
地，举办业务能力培训班，采取集中
培训、专家讲课、网上培训等多种方
式，以“坐下来+走出去”相结合的培
训模式，抓好后备人才的培训培养，

帮助青年志愿者、入党积极分子等掌
握基础专业知识，全面提升理论素养
和水平。

戴湾镇始终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
历练人才的“大熔炉”“大课堂”，有意
识地把青年志愿者、入党积极分子等
安排到疫情防控一线、信访维稳一线、
人居环境整治一线，参与急难险重工
作，磨炼意志、锤炼作风、练就本领，培
养他们“啃硬骨头”的能力。

今年春节期间，该镇安排 42 名青
年志愿者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志
愿者李莹说：“第一次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切身感受到用实际行动为家乡父
老服务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戴湾镇强化人才一线培养

■ 本报记者 苑莘

创品牌、建基地、深加工、促销
售，新的一年，希望有更多村庄合作
社加入观城印象合作社联社。这是
莘县观城镇西马沟村党支部书记马
廷方的新年愿望。

之所以有这样的愿望，是因为马
廷方有另外一个身份——观城印象
合作社联社负责人。2021年，观城镇
党委政府牵头成立合作社联社，以西
马沟村的永莲蜜桃、秋月梨种植基地
为龙头，将西马沟村野猪林果蔬种植
合作社、于沟村莲藕专业合作社、高
菜园村莘观水果种植合作社、东街村

蜜桃种植合作社拢到一起，“抱团”发
展。

选择马廷方担任联社的负责人，
是观城镇党委政府对他能力的认
可。在马廷方的带领下，西马沟村
通过发展集体经济，让村民走上致
富路，成为当地知名的小康村，2012
年，全村 100 多户村民都住进了二层
楼。

西马沟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秘诀
在哪里？马廷方介绍，西马沟村党支
部领办的野猪林果蔬种植合作社，采
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
营模式，实行统一购苗、统一施肥、统
一销售的管理模式。“2021年，全村村

民享受土地流转固定分红和收益分
红，每亩增收 1900 多元，村民人均增
收2600余元，村集体收入110万元，实
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走出一条
富民强村之路。”马廷方说。

2021年，在西马沟村集体经济发
展样板的带动下，观城镇各村党支部
积极领办合作社，并加入合作社联
社。如今，各村的废弃坑塘、闲置土
地被整理出来，成为合作社以及联合
社发展的“资本”。

各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后，所在
村的集体经济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突
破，但与西马沟村、于沟村等强村相
比还有不小差距。于是，从去年下半

年开始，马廷方开始筹划通过打造统
一品牌等形式，提高联社的融合程
度。在镇党委政府和联社的努力下，
各村先是在种植和养殖品种等方面
达成共识，随后又在生产标准上趋于
一致。

“大家步调一致为今后合力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马廷方表示，新的一
年，他将带领各村一同建好观城镇印
象合作社联合社，将樱桃、秋月梨、蜜
桃、莲藕种植等产业融合在一起，通
过创品牌、建基地、深加工、促销售，
实现“抱团”发展，增强抵御市场风险
的能力，让其他村的群众也过上“西
马沟式”的幸福生活。

马廷方的新年愿景

本报讯（记者 蒋红帅）“在2021
年的工作中，我存在工作标准不够高、
要求不够严、只求过得去等问题，组织
管理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等还有待进
一步提高……”2月9日，春节假期开班
第3天，莘县古城镇政府大会议室里，
各村党支部书记纷纷上台“亮相”述
职，讲亮点、找不足，气氛热烈。

古城镇在新春伊始召开全体机关
干部、各村党支部书记参加的农村党
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大会，旨在强化村
党支部书记党建述职考核，提升其履
行职责能力。

会上，各村党支部书记依次述职，
总结梳理本村2021年度工作取得的成
绩、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打算，与
会人员对各村工作逐一进行点评，有
针对性地指出其不足之处和共性问
题，并提出今后的努力方向。

“通过述职，全体党支部书记进一
步统一了思想，切实增强了责任意识、
忧患意识、赶超意识，明确了下一步的
工作方向和重点，凝聚起全力推动古
城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
力。”古城镇党委书记丁伟华说。

古城镇新年述职开新局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张庄村
生活污水排放难，临清市松林镇党委
与张庄网格党支部相结合，及时协调
疏通装备和专业车辆，为问题下水道、
化粪池清淤；田庄村部分道路损坏严
重，影响了群众生产生活，田庄网格党
支部积极争取经费，对道路进行了硬
化、改造……

松林镇面对新村融合、传统产业
升级转型，坚持以党建聚民心、以发展
促治理，逐步探索形成党建引领乡村
治理的新模式，实现了党建引领下的
新村规范化、产业集群化、村规现代化
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在行政村党组织的带领下，松林
镇各网格党支部始终聚焦党建引领各
项工作发展这一原则，不断加强党支
部规范化建设，干部党员当先锋做表
率，不断提高服务能力水平，使基层

党组织更有凝聚力。该镇建立健全行
政村运行管理制度，严格执行“三会
一课”制度等，将“四项制度”有机融
合，坚持“一事一议”，关乎村民利益
的大事小事均由村民议事会讨论决
定，营造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
好氛围。

松林镇强化党员联系群众工作机
制，结合主题党日活动，定期入户走
访，了解群众生活生产状况，及时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该镇推动多元参与
乡村治理机制，充分利用“党员夜会”

“村民议事会”，围绕乡村振兴村级发
展、制度建设、土地托管、移风易俗、提
高群众满意度等工作开展讨论，坚持
多方参与、多元共治、合力攻坚，努力
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让人民群众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解决好群众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松林镇党建引领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

■ 刘桐 郭洪广

对于不少人来说，春节是放松休
息、全家团圆的节日。然而，在高唐县
固河镇，春节期间却是很多农民管理
大棚、销售蔬菜的关键节点，对于他们
来说，这个年既是忙碌年，又是收获
年、幸福年。

2月6日，走进固河镇李集村的设
施蔬菜园区，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日光
温室大棚在阳光下格外耀眼。走进村
民李延钊的西红柿大棚，扑面而来的
热浪，让人感受到几分春天的气息。

李延钊的樱桃西红柿已进入采摘期，
一人多高的西红柿秧上缀满了鲜红的
西红柿，红绿相间，十分喜人。

有着近 20 年大棚蔬菜种植历史
的李集村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发展模式，绿色无公害蔬菜种植逐
步发展为全村的主导产业，成为村民
增收致富的金字招牌。

“种了几年樱桃西红柿，效益还不
错，这8个棚一茬下来能收入30多万
元。每年我都会在 10 月份左右开始
移苗，这样，正好赶在春节期间上市，
这个时间段的市场需求比较大，价格

相对也比较高。”李延钊说，把西红柿
的成熟期控制在春节前后，不仅满足
了春节期间时令新鲜蔬菜的供应需
求，还能卖个好价钱。今年大棚的蔬
菜之所以效益好，除了市场价格好，更
重要的是，当地政府部门、镇村干部以
及合作社齐心协力想办法，共同帮助
菜农克服疫情对大棚蔬菜销售的影
响。

正在大棚里给黄瓜苗浇水的种植
户任汝伟也忙得不亦乐乎。“芹菜刚卖
完，我就在大棚里种上了黄瓜，这样既
给大棚倒了茬，又能让这茬黄瓜提前

上市卖上好价钱。”任汝伟高兴地说，
“我这二亩芹菜卖了2万多元，黄瓜刚
栽上，40 多天就能上市，预计能卖三
四万元！”

近年来，固河镇因地制宜，因村施
策，将大棚种植作为加快乡村振兴、增
加农民收入的发力点，建成3000亩冬
暖式温室大棚种植基地，其中高标准
温室大棚有650个。

有忙碌就有收获。一座座蔬菜大
棚不仅映照出新春好光景，也让菜农
们坐上了增收致富的快车。如今，大
棚蔬菜种植产业让固河镇从环境治理
的“风貌美”逐渐迈向美丽富足的“内
在美”，让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位菜
农的脸上。

大棚里的忙碌幸福年

■ 梁丽姣

2 月 6 日，来自河南省三门峡市、
山东省潍坊市等地的厢货车在冠县穆
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肉羊出货口排
起长队，等待装运屠宰好的肉羊。

冠县穆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
冠县烟庄街道后十里铺村。后十里铺
村是绵羊养殖大村，回族人口较多，
80%的村民都有自己的养殖场。

“以前，养殖户都是自己养殖、自
己屠宰、自己找销路，村里的街道上到
处可以看到村民随意搭建的屠宰台。
每到夏天，蝇虫横行，严重影响了村民
的生活环境。”回忆起之前村内屠宰绵
羊的场景，冠县穆德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人李振岭不禁皱起眉头。
为提升村居环境，改善村民生活

质量，2017 年，后十里铺村党支部引
领、村民参与，出资6000余万元，成立
冠县穆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了
总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的屠宰、分割车
间和冷库，打造了集养殖、屠宰、分割、
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

养殖户根据销售需要，将达到出
栏标准的绵羊送到冠县穆德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进行定点屠宰，屠宰好的肉
羊销售到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江
苏、安徽等地。

记者在冠县穆德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屠宰车间看到，在几十米长的屠宰
流水线上，十几个工人正在忙碌着。

每一道工序都有固定的工人，他们分
工明确，操作熟练，刀起刀落间，一只
绵羊就宰杀完成。流水线末端是公司
的冷藏区，里面悬挂着几千只屠宰好
的肉羊。

“这里的工人大多数是附近的村
民。公司成立后，解决了周边村庄
1000余名闲散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李
振岭告诉记者，公司还专门建设了一
处污水处理厂，对屠宰产生的血水进
行技术处理，实现达标排放。

如今，后十里铺村养殖规模过万
只的养殖户有十几户，养殖规模过千
只的养殖户有200多户。2021年，全村
肉羊出栏60余万只，全年屠宰80余万
只，实现产值5亿余元，带动了村集体

增收，也让村民的腰包更鼓了。
“之前我们村的集体收入主要靠

收取土地租赁费用，一年下来只有几
万元。成立公司后，按照股份分红，
村集体年收入达到 100 多万元，入股
的村民也都有分红。”李振岭笑着
说。

“我们只管养好羊，销路、屠宰都
不用操心。公司成立的时候，我入了
20万元的股，春节前，我就收到了六七
万元的分红，再加上肉羊出售，一年纯
收入六七十万元。”看到村里肉羊养殖
前景广阔，后十里铺村村民张云欧返
回家乡创业，不断扩大养殖规模，目
前，他的养殖场绵羊存栏量达到 5000
多只。

羊产业“蹚”出致富路

■ 本 报 记 者 叶晨雯
本报通讯员 方佳明

“我们的花生是新品种，富含蛋
白质、硒、钾……”2月7日，在阳谷润
祥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侨润街道
西八里营村女党员王玉平手捧紫皮
花生在直播间和观众互动。她一边
推介产品，一边关注着直播评论区，
不时回答着网友的提问。

阳谷润祥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
社主要种植紫小麦、花生、核桃等农
作物，并延长产业链进行深加工，生
产出紫麦面粉、花生油、核桃油等农
产品，在线上、线下同时销售。

为了让顾客通过直播实时看到
合作社里的工作情况，王玉平不时
转动镜头，拍摄合作社社员在旁边
忙碌的景象：打包、封箱、打印快递
单……

搭乘直播带货的“东风”，合作社
实现了365天销售“不打烊”。“春节期
间，我们的直播也没间断。合作社里
挂上了红灯笼，贴上了红福字，年味
浓浓，直播间里也十分热闹，花生、花
生油、核桃油等农产品都销得很快。”
王玉平说，今年，合作社备足了年货，
春节前半个月的时间，合作社就售出
紫麦面粉3000余袋、紫花生2500多公
斤、花生油5000多公斤，纯收入7万余

元。“春节期间，观看直播的人数比往
常要多，我们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做好
宣传，在新的一年实现‘开门红’。”王
玉平笑着说。

合作社的发展也为妇女和老人
提供了就业岗位。“年龄大了，不能出
远门，在合作社里务工，既有收入又
能照顾家庭，两不耽误。合作社发展
得越来越好，俺的生活也越过越有盼
头！”西八里营村村民盛银凤说。随
着产业的不断发展，润祥农作物种植
专业合作社为当地农民提供了更多
就业机会，目前，合作社已为50余名
村民提供了工作岗位。

春节直播带货“不打烊”

■ 本报记者 夏旭光

“感谢党委政府，感谢政府工作人员，让我在隔离
期间也能感受到节日的温暖。”1月31日上午，在临清
市7天酒店集中隔离点，戴湾镇群众吕艳双接过大礼
包激动地说。

得知正在集中隔离点隔离的吕艳双想吃家人炸
的鱼、藕夹，除夕这天一早，戴湾镇党委副书记吴赛就
带着网格员到吕艳双家中取来准备好的饺子、炸货，
并带着虎年大礼包到临清市集中隔离点进行慰问。

隔离不隔爱，温暖一直在。为进一步加强疫情防
控工作中的人文关怀，增强隔离人员、居家监测人员
战胜疫情、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除夕这天，戴湾镇
党委政府为集中隔离和居家监测的群众送上虎年大
礼包，向隔离人员致以新春的祝福和问候。这一温暖
举动不仅让村民感受到来自党委政府的关爱，更品味
到温暖而别样的年味，增强了群众战胜疫情的信心。

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乡，正在集中隔离的市民张百
一收到虎年大礼包非常激动：“虽然身处隔离点，但住
得舒心，饭菜丰盛，心里暖暖的。”

“我们坚决主动配合防疫工作，为家乡平安贡献
自己的力量。”正在家中进行健康监测的戴湾镇群众
张洪安告诉记者，虽然不能出门购置年货，但看到镇
党委政府给居家监测的每位群众发放物资“盲盒”，开
通年货秒杀直播，协助购置年货，心里满满都是爱。

“大叔，您店里这个健康码不明显，得把它贴到醒
目位置！”寒冬腊月，放假回到家中的井冈山大学学生
李娟身穿志愿者红马甲，戴好口罩和手套，逐个门店
叮嘱店主做好疫情防控措施，尽管嗓子已沙哑，但她
没有一句怨言。

作为返乡大学生志愿者，2020年疫情期间，李娟
把志愿服务作为自己的“成人礼”，如今，已成为一名
党员的她，重披红马甲，义无反顾地冲向战疫一线，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当代大学
生的无畏担当。

今年春节，为了让广大群众免受疫情的侵扰，戴湾镇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
主动请缨，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用一人的坚守换来了万家团圆。

“我们在村口设立哨点，把党员、胡同长、村干部、志愿者组织起来，坚守哨点，
织密疫情防控网。”戴湾镇大柳庄网格党支部党员甄德奎说，他们激活疫情防控“神
经末梢”，筑牢村庄疫情防控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疫情防控不仅是技术活，更是责任活、良心活。我们的药店、医疗机构要发
挥好哨点监测作用，把控好疫情防控关口。”除夕之夜，戴湾镇党委书记胡楠不打
招呼，直奔药店、卫生室等重点场所开展暗访督导。等他夜查完毕，带队回到办
公室时，已是凌晨2点。此时，戴湾镇春节战疫群内的信息不断：各位战友，新春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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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在茌平区
杜郎口镇佳乡田园里，果农
正在清理修剪的果树枝。

连日来，随着气温逐渐
回升，杜郎口镇果农抢抓农
时，对果树进行春季管护，
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助力当地产业振兴。

■ 本报通讯员 马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