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1日，在茌平区冯官屯镇义成畜禽养殖基地，工人在整理装盘的鸡蛋。该基地拥有20万只蛋鸡存栏量，通过更新设备，实现了
从喂食到收蛋全部机械化，大幅降低了劳动力成本。该基地采用“工业化”饲养模式，可根据蛋鸡的生长需求和营养学标准精准控制饲
料、水的摄入量以及光照、温度等外部环境，使产出的鸡蛋达到最合理的营养含量，实现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 本报通讯员 赵玉国 徐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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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晨雯）“去年雨
水大，我给农户建议不要早浇水，可以
通过麦田镇压的方式，提高土地抗旱
能力，助力小麦返青。”2月28日，阳谷
县鑫地农资经营门店店主雷传礼说。

雷传礼不仅经营着一家农资门
店，还是一位种田“老把式”，管理着自
家承包的600亩农田。通过参加阳谷
县农技培训，他掌握了不少农业种植
管理技术，成为种田“土专家”，常有村
民向他咨询田地管理的问题。

“通过用机械对麦田土地进行镇
压，能够压实土壤，保护墒情，在我的
推荐下，越来越多的农户采用这个方
式，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雷传

礼说，阳谷县农业农村局免费为门店
提供了两台镇压机，为周边十几个村
的群众提供便利。

当前冬小麦即将迎来返青期，返
青期是小麦晚播弱苗促弱转壮的关键
时期，也是决定小麦穗数的关键时
期。为更快、更直接地将麦田管理技
术落实到户、到田，阳谷县将焦点放在
农资经营门店上，把农资经营门店变
成农技推广的主要阵地之一。

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全员出动，
把农技推广和农资销售紧密结合起
来，及时搞好农资销售人员培训，让农
资经销商推销农资的同时，给农户讲
解小麦管理技术，指导农户科学用药、

精准施肥、科学调控。
通过培训与宣讲，农资门店里的

工作人员多了一个身份。他们不仅是
农资销售员，还是农技宣传员，探索出

“技物结合”促春管的创新模式 。
2月19日，阳谷县在全县广泛开展

夺夏粮丰收百日攻坚行动，以“科技壮
苗”专项行动为抓手，抽调54名科级干
部和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组成18个
技术指导和工作督导组，进村入户、深
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18个乡镇
（街道）以现场会、专题会议等形式，各
自召开了夺夏粮丰收百日攻坚行动动
员会、工作推进会。截至目前，全县发
放技术明白纸10万余张，840个村庄利

用大喇叭广播，循环播放小麦田间管
理技术指导意见。

同时，阳谷县对15家专业化统防
组织开展了小麦病虫防控能力提升培
训，培训操作手30人，推进病虫草害科
学防控，助力全县夺夏粮丰收百日攻
坚行动。该县依托2021年粮食绿色高
质高效创建项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采购的10台自走式喷杆喷雾机，与受
扶持专业化统防组织签订协议，划定
了服务区域，安排防控组织运用自走
式喷杆喷雾机等现代植保机械适期、
适药落实项目区防控任务，带动全县
种植主体科学防控病虫草害，护航夏
粮丰产丰收。

阳谷“技物结合”助推科技壮苗
春风和煦，莘县古云镇后王庄村，笔直宽阔

的道路两旁，一个个干净且精致的篱笆菜园整齐
排列，与水泥路面和旁边的方砖连线成面，呈现
出勃勃生机。“以前这些地方都被村民用来堆放
杂物。为了改善人居环境，村里将路边门前的闲
地规划成篱笆菜园，群众积极响应，把地腾出来
种植蔬菜。大家既吃上了自己种的新鲜蔬菜，村
容也美观了。”2月27日，后王庄村党支部书记郭
宪举介绍。

“环境优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这是后王庄村人制定的村庄“气质”发展目
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村党支部积极发挥引领
作用，以一个个具体目标，一个个过硬举措，奋
力前进。

“2021年，镇上决定把我们后王庄村列为县
级美丽乡村创建村庄。”郭宪举说，工作开展后，
镇上成立了工作专班，多次组织村内党员干部
到河南省、河北省参观学习先进经验，并结合先
进村庄的亮点工作谋划本村改造计划。村党支
部按照“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积极征求
党员、村民代表意见建议，制定并将创建方案细
化分解为10个项目、29个小目标，实现工作任务
台账化。

清理闲散宅基、铺设排水管道、硬化道路……
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看似简单，实现起来却并
不简单。为此，后王庄村党支部严肃“三会一
课”、支部工作日、“四议两公开”等工作制度，将
村庄发展规划、任期工作目标、年度工作目标及
时公开，使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

目标合理、群众参与，这让后王庄村走上快
速发展的道路。

该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创了施工无
争议、占地无补偿的历史。项目新打机井8眼，
铺设节水管道 2800 余米，架设高压线杆 12 个，
铺设低压电缆2700余米，安装浇地变压器1台，打通村西通往朝葛路的道
路。

全面清理村内的9处闲散宅基和残垣断壁，在主街道两侧高标准铺设
排水管道740余米，在每个胡同口设置管网井，方便以后的管道疏通。

集中清理沿街各户自行设置的菜园及两侧杂物30余处，同时按照高矮
结合、四季常青的原则栽植樱花树192棵、冬青树640余棵，在沿街两侧种
植油葵，建设乡土气息围栏1300余米。

新建 1 处文化活动广场，安装健身器材 14 件，建设美丽乡村百姓舞
台。拆建修补4处危墙，粉刷墙体12000余平方米，在沿街墙体的醒目位置
制作了“破除陈规陋习”主题墙绘。

评选美丽庭院18户，评选好婆婆6名、好媳妇6名。建设乡村记忆博物
馆，用65幅图片和60余件老物件展示村庄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历程。

……
洒下的是汗水，收获的是荣誉。“去年，我们村先后获得‘山东省新时代

文明实践示范站’‘市级文明村’‘最美花海基地’‘先进基层党组织’‘美丽
庭院创建最美村庄’等荣誉称号。”郭宪举说，2022年，后王庄村将围绕“环
境优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目标，为村民创造新的幸福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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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夏旭光

“我在收到潘庄镇党委的‘党员一
盏灯、企业一份情’倡议后，立即带头
向西堡村捐赠了1万元，同时积极号召
村干部、党员、企业家及临清市驻京流
动党员进行捐款。这是为家乡贡献力
量的好事，作为一分子要积极参与进
来。”2月24日晚，临清市潘庄镇西堡村
党支部书记张兴臣说。

刘垓子镇积极响应“党员一盏灯、
企业一份情”号召，精心谋划、广泛发
动，镇“两新”组织、重点企业热情高
涨，2 月 24 日上午就达成意向捐赠 5
项，初步核算可为镇村胡同增加路灯
200 余盏。各网格党支部书记通过微
信群、电话积极倡议，引导爱心人士为
家乡献爱心。流动党员聂玉虎通过微
信为家乡刘垓子镇姜庄村捐款 5000
元，其他爱心人士也通过多种途径认

捐路灯。
“自愿参加党员一盏灯活动，驻京

党委党员万华荣捐款8000元，意愿捐到
临清市八岔路镇后常二庄村”“自愿参
加党员一盏灯活动，驻京党委党员聂玉
虎捐款5000元，意愿捐到临清市刘垓子
镇姜庄村”……2月24日，临清驻京党员
群里，在接到参加党员夜会的通知和“党
员一盏灯倡议书”后，在京的党员们纷纷
表示解囊帮助家乡点亮“这盏灯”……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2021 年以
来，为了推动党员教育管理常态化、制
度化，以组织振兴引领乡村振兴，破解
发展难题，临清市委组织部探索建立
农村“党员夜会”制度，组织党员群众
一周一会，凝聚党员、干部、青年、返乡
人才4股力量为乡村振兴助力。该县
以制度改革带动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
升，构建起兴办实事一张网，扎实锤炼
市镇村三级党员干部队伍素质能力作

风，让干部群众在参与共治中贡献智
慧、增进情感，实现了“大党建”引领

“微治理”。
在近期“党员夜会”上，许多党员

群众反映村庄道路两旁路灯缺失、群
众夜间出行困难、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的问题。临清市委组织部统一组织开
展“党员一盏灯、企业一份情”活动，号
召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后备干部、青
年代表、村民议事会成员、市直机关单
位党员干部、企业家、在外人才等群体
同心共建一盏灯，采取“党员群众拿一
点、企业组织捐一点、农村集体出一
点、村级经费补一点”的方式，多渠道
筹措资金，科学合理地规划安装布局，
购买经济耐用的路灯设备，让夜晚的
临清乡村成为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照亮村民美好生活。

前期，临清市600个网格党支部通
过微信群、电话告知等方式，向在外人

员发放了倡议书，接收到倡议书的在外
人员共16006人。路灯安装后，实行党
员、积极分子和后备干部、优秀青年“包
灯”制度，加强管护，发挥长久效果。

自发起“党员一盏灯、企业一份
情”倡议以来，临清市党员干部、企业
家、在外人员等捐赠人员共计 7829
人，捐款金额201.97万元，已接受捐赠
路灯 1258 盏。其中，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捐款人数5386人，捐款总额57.36
万元；返乡机关干部捐款人数432人，
捐款总额 4.79 万元；企业家捐款人数
682 人，捐款总额 102.63 万元，捐路灯
1248盏；在外人员捐款人数240人，捐
款总额 7.81 万元；其他人员捐款人数
1089 人，捐款总额 29.38 万元，捐路灯
10 盏。临清市坚持一边捐赠，一边安
装，力争到三月底，全市600个网格村
（居民小组）安装完成，路灯全部亮起
来。

爱心路灯照亮村民美好生活

■ 本报记者 林金彦

2 月 21 日，在东昌府区闫寺街
道便民服务大厅二楼综治中心内，
闫寺街道电子商务助力乡村振兴
专题培训班（第一期）正在举行，参
加的有辖区企业、个体经营者、农
民等。来自聊城市交大培训机构
的教师刘珂正在授课，台下群众听
得十分认真。

此次培训班主要对主流直播
平台基础功能及应用技巧、直播平
台店铺开设、产品选品上架、运营
技巧、短视频拍摄及后期制作技巧
等内容进行教学。“根据前期摸排，
预计有40多人参加培训，没想到群
众对电商直播的热情这么高，一下
子来了近 60 人。”闫寺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任婷婷说。

“我对电商直播很感兴趣，在
社交平台也积累了一万多名粉
丝。没想到今天在家门口举办了
培训班，我得好好听课，接下来把

直播带货做起来。”当天，学员安凤
岭说。

中场休息时，几位学员凑到一
起，讨论起了下一步各自的直播打
算，并互加微信。“这一会儿，已经
有15名学员加我微信了，这些学员
真想学、真想干，都是当主播的好
苗子。”刘珂说。

近年来，闫寺街道周店村食用
菌、刘庄手工豆腐丝等特色产品深
受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周店村
食用菌仅年前年后销售量就达 50
余万公斤，销售收入达300余万元，
发展电商能为这些特色产品插上
腾飞的翅膀，进一步实现富民强
村，助推乡村振兴。

闫寺街道因势利导，积极打造
电商服务平台，平台具备电商孵
化、人才培训、营销策划以及仓储物
流等功能。同时，积极搭建街道、村
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目前，闫寺
街道辖区行政新村已经实现电子商
务服务站点全覆盖。

电商培训课堂搬到家门口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 人勤春
来早，备耕正当时。随着气温回升，
我市各地小麦陆续进入返青期。东
阿县姚寨镇积极行动，全力做好春季
麦田管理，抓好小麦中后期管理技术
指导服务，为确保小麦再获丰收、打
赢夺夏粮丰收百日攻坚行动贡献力
量。

2 月 23 日，姚寨镇召开夺夏粮丰

收百日攻坚技术培训会，县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张克峰、正高级农艺师徐洪
明一行现场指导授课。除了镇机关
干部、村党支部书记之外，参加会议
的还有127名种粮大户。

会上，徐洪明围绕小麦长势关键
措施、小麦不同标准分类以及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技术，小麦返青期、拔节
期、抽穗扬花期、灌浆成熟期应注意

事项进行了全方面的培训。
会后，张克峰一行带领与会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实地察看苗情。通过
把“麦”开方和现场答疑释惑，徐洪明
进一步针对小麦春季管理做了现场
指导，指出要合理运用肥水，及时防
病，做好应对“倒春寒”的准备。工作
人员还向农户发放了小麦管理知识
宣传手册，把技术“送到”农户手中，

指导农户把技术应用到实际生产中
去，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良好的基
础。

姚寨镇党委书记苏维新传达了
中央、省、市春季农业生产会议精神，
要求工作人员及时向广大群众宣传
好春季麦田管理技术要点，抓服务、
勤指导，促春管、保丰收。

姚寨镇：把“麦”开方 不误农时

■ 本 报 记 者 苑莘
本报通讯员 王凯

2 月 27 日，莘县妹冢镇李堂村村
民们撸起袖子，拿起扫帚，在房前屋
后、胡同街面清洁卫生，一派忙碌景
象。2月下旬，妹冢镇开展了为期一周
的村庄清洁行动“春季战役”，用全民
大扫除迎接农历二月二“龙抬头”。

万物盎然，翘首春醒。妹冢镇广
泛宣传，呼吁全镇群众行动起来，助力
村庄实现从脏乱差到美丽宜居的蜕
变。刘屯村刚过门的新媳妇小史拿起
了桌布，仔细擦拭着自家的家具；三合
村 65 岁的王大妈拿起了扫帚，加入到
村庄保洁队伍中……经过大家一周的
努力，各村庄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
善。街面通畅了，墙面干净了，胡同亮
堂了，地面平整了，家庭整洁了，群众
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屋内
现代化，屋外脏乱差”是不少村庄以前

的真实写照。为了充分调动广大村民
的积极性，改变村庄脏乱差的旧貌，妹
冢镇多次召开党委会、党委扩大会，各
村召开“两委”会、党员会和村民代表
会，共同协商、热情讨论，广开言路、虚
心纳谏，求方问“药”、征求建议，最终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村庄清洁行动“春
季战役”行动方案。

召开会议、广开言路、征求建议的
过程既是广泛宣传的过程，又是全民
动员的过程，也是邀请广大党员干部、
村民代表参与村庄自治的过程。一周
的时间里，妹冢镇通过开展“比一比谁
的村庄美”“农村人居环境问题随手
拍”等活动，组织“乡里乡亲人居环境
宣讲小分队”利用移动小喇叭走街串
巷，用本土方言宣讲，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全民参与，共同参与村庄清洁“春季
战役”。原来的“花钱雇人干，我在旁
边看”，如今已变为“自己动手干，提升
幸福感”。

全民改善环境 村容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