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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高蕾

“来俺们这儿不仅要登记，还得出
示健康码和行程码，要是没有什么事，
我劝你还是离开吧，俺们这里的防控措
施严着哩！”3月20日，茌平区杨官屯乡
乡长耿付凯正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
场”的方式，到该乡滨城新村潘东网格
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结果被3名在
路口值守的志愿者拦了下来。

据了解，滨城新村潘东网格与聊城
经济开发区接壤，往来车辆较多，属于
疫情防控的重要关卡。“这段时间，我们
每天都安排人员在各个网格的重要路
口轮班值守，只要俺们这里不出现问
题，苦点累点不算啥！”滨城新村党委书
记郭存库说。

越是关键时刻，越要担当作为。潘

东网格的故事仅仅是该乡疫情防控工
作的一个缩影。据了解，杨官屯乡自开
展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以来，打造“区
块链”防疫模式，即“以新村划分疫情防
控‘区’、以网格分解防控单元‘块’、实
现行业领域各‘链’条防疫工作全覆
盖”，确保各重要路口、窗口等均设立外
来人员登记处，将防疫信息和要求及时
传达到每个人，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不
断提高。

此外，杨官屯乡还创新实行了“零
报告、日报告”制度，至今已经坚持了
766天，截至目前，辖区内未出现确诊病
例和疑似病例。

杨官屯乡全体党员干部24小时严
阵以待，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参
与到全市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阻
击战中。

乡长吃了“闭门羹”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丹） 连日来，
省内多地出现本土确诊病例，临清市
潘庄镇全力以赴，筑牢基层疫情防
线。

该镇全体机关干部分为11个工作
组，由科级干部带队，对辖区内的经营
门店、企业定期进行遍访检查，发放履
行疫情防控责任告知书；对辖区外来人
员、派出所推送重点人员、长期外出人
员进行再排查，确保应管尽管；对辖区

需做核酸检测的人员进行再督促，以最
快速度落实核酸检测工作。

在疫苗接种点，党员和志愿者坚守
岗位，积极配合医务人员，引导接种者
按流程安全、高效、有序完成疫苗接种，
做到疫情防控各类台账底数清、情况
明。对不落实扫码登记、测量体温、佩
戴口罩、消毒通风等防疫措施的商铺，
执法部门介入对其进行关停，确保做好
人、物、环境同防工作。

潘庄镇筑牢基层疫情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 孙明明） 近日，
在阳谷县大布乡李楼新村，一场“群众
点单我买单”微心愿活动上演。村“两
委”成员、党员通过走访入户，广泛征集
村民尤其是孤寡老人所关心的小事、难
事，共梳理出“微心愿”20余件。

“健康码需要重新注册”“身体原
因外出买菜不方便”“指导孙女完成
手抄报作业”……一件件村民提交的

“微心愿”，由李楼新村党员、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者自行认领，帮助村民
实现。

大布乡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
极搭建党群“连心桥”，动员农村党支部
和党员认领群众“微心愿”。截至目前，
该乡已认领“群众点单我买单”微心愿
清单42件，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

大布乡点亮农村群众“微心愿”

■ 本报记者 岳耀军

3 月 18 日上午，东昌府区农业
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姜新一行乘车来
到侯营镇孙楼村，为农户修书新家
的小麦“把脉问诊”。

在孙楼村村口下车后，成方连
片的麦田便映入大家眼帘。绿油油
的麦田间，有几畦麦苗叶子泛黄，根
部发枯，与周边的麦苗形成反差，这
就是修书新种植的小麦。

“打完除草剂后，我家的 7 亩小
麦叶子就发黄变枯，是不是除草剂
造成的？”见农技专家来到了地头，
早早在此等候的修书新连忙迎上
去。

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有过简单
的沟通，所以见面后彼此没有过多
寒暄，修书新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对于小麦的“病因”，经验丰富
的姜新早已“心中有数”，可他并没
直接给出答案。在麦田里，姜新蹲
下身拔起几棵麦苗，仔细察看，不时
捏一捏麦苗根部的土块。

随后，他又向修书新核实喷洒
除草剂的详细情况、除草剂中掺了
什么药、用量多少等，并一一记录下
来。

“小麦叶子变黄，主要是打除草
剂导致的，用量有点超标。”

“别人家打除草剂咋没事呢？”
当姜新说出答案后，修书新不

解地问。
“你家的小麦墒情不好，土壤有

点偏旱，小麦苗情较弱。”姜新指着
修书新用过的4种药剂称，这些药剂
混合在一起施打，用量已经超标，导
致了药害发生。

“那我的小麦还能挽救吗？”修
书新焦急地追问。

“药害情况并不严重，气温回升
后抓紧施打芸苔素内酯、氨基酸叶
面肥修复受损叶面，然后再施肥浇
水，小麦很快就能好转起来。”姜新
现场开出“药方”。

听了姜新的一番话，修书新心
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一直紧
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 我 是 3 月 9 日 打 的 除 草 剂 ，
三四天后小麦的叶子开始变黄，
根部发枯，我就给政府打了求助

电话，没想到区农业农村局的专
家能亲自来上门指导！”修书新对
记者说。

“打除草剂，大家要注意三个事
项……”在调查过程中，姜新还为修
书新和前来“问诊”的农户讲解小麦
施打除草剂的知识。

同时，东昌府区农业农村局新
时代文明实践“送农技下乡”志愿服
务队向农户发放了“春季麦田管理
技术要点”“冬小麦种植管理技术意

见”等资料，及时将技术和服务送到
农业生产一线。

“有什么情况，咱们电话里再联
系，我们会及时跟踪这件事，你就放
心吧。”临别时，姜新让修书新再次
吃下“定心丸”。

11 时 30 分，“送农技下乡”的大
巴车驶离孙楼村。车窗外，春天的
气息在田野间荡漾，抢抓农时的农
民在田间劳作，一幅美丽的乡村振
兴画卷徐徐展开。

农技专家田间地头“把脉开方”

3月18日，东昌府区侯营镇孙楼村，“姜新田园通”负责人、高级农艺师姜新（前右）向村民讲解春季麦田管理的技术要点。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3月20日，在冠县北馆陶镇魏庄村，东东果蔬种植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棵棵
桃树上已经结出了果实。“现在桃花刚落，已经开始坐果。”合作社负责人张东说。

张东介绍，他一共有大棚23座，加起来100多亩地，有羊角蜜香瓜、油桃、西瓜
等多种水果，大棚种植可以缩短花期，让果实提前上市。图为工作人员正在给桃树
掐叶。 ■ 吴建正

“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3月17日，阳谷县李台镇商
会会长朱传文说，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形势，得知李台镇为
防疫工作进行物资储备后，朱传文随即捐赠口罩20000支，
并号召志愿者向辖区319户经营门店发放《李台镇门店疫
情防控工作要点》，合力筑牢疫情防线。

李台镇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专门制定了《李台镇
门店疫情防控工作要点》，要求商户对进店人员做好体温
测量登记，严格核查进店人员的健康码、行程码和疫苗接
种记录等。

“希望通过发放疫情防控工作要点，增强门店经营者
的防疫意识，督促各商户强化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意识，
有序精准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朱传文说。

“企业是人员流动性较大的场所，我们卫生院的志愿
者‘送检上门’，让企业员工在工作岗位就可以做核酸检
测，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的同时，确保防控无死角、无漏洞。”
李台镇卫生院工作人员闫正涛说。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为
减少人群聚集，李台镇主动对接卫生院，上门为企业员工
开展核酸检测。

“在企业设置的核酸检测采样点，我们积极配合医务
人员，引导企业员工按照采样流程进行有序检测。”该镇宣
传委员黄凯说，为协助卫生院做好检测工作，该镇政府工
作人员成立防疫志愿服务队，在现场维持秩序，提醒企业
员工严格落实防疫措施，保持1米安全距离，有序进行核酸
检测采样。

该镇细化防疫举措，将全镇党员干部分为三个防疫志
愿服务组，一组对李台镇辖区内所有的门店进行疫情防控
检查；二组对辖区内的村庄进行严格管控；三组对辖区内
的企业进行严格管理，做好进出企业人员疫情防控工作。

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辖区企业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李台镇将按照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做实做细镇域企业、超市、药店等重点场所和重点地区返
乡人员管控工作，精准做好各项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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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燕 张清强

3 月 21 日，在冠县清泉街道刘神
伯东村的樱桃温室中，春意浓浓，一
行行整齐的樱桃树枝繁叶茂，枝头挂
满了青绿色的果实。在阳光的映照
下，青绿色的樱桃透明发亮，如同用
翡翠雕刻成的一般。

“没有指路人，村庄很难发展。从
‘空巢村’到樱桃种植专业村，刘神伯
东村的发展多亏了清泉街道党工委的
引领和扶持。”谈及刘神伯东村的变
化，刘神伯新村党委书记任东霞感慨
道。

任东霞今年 59 岁，打他记事起，
刘神伯东村一直以种植小麦、玉米等
传统农作物为主。村民的收入来源单

一，除去基本开支所剩无几，日子过
得捉襟见肘。

为改变村庄贫穷落后的面貌，
2014 年，冠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多次带头深入刘神伯东村，与村民共
同探讨村庄发展之路。最终，他们决
定种植樱桃，并研究制定村民改种樱
桃优惠政策。

“村民很积极，第一年就种植了
1242 亩樱桃。当时，一株樱桃苗 31
元，政府每株补贴 15 元，连补 2 年；另
外每亩地再补贴300元，连补3年。”时
隔 8 年，任东霞仍清晰记得当时的情
况。

渐渐地，樱桃种植有了收益，村民
的腰包鼓了起来，外出打工的年轻人
也陆续返乡。刘神伯东村现有人口

2244 人、耕地 2370 亩，樱桃种植面积
超过2000亩，用“家家户户种樱桃”形
容也不为过。

“原来咱这种的是露天樱桃，现在
村里盖了大棚，村民改种大棚樱桃
了。大棚樱桃比露天樱桃早上市1个
月，价格是露天樱桃的 2 倍多。”村民
任同广说，他是刘神伯东村最早种植
樱桃的一批人。

任同广所说的大棚是清泉街道利
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刘神伯东村修
建的，产权归村集体所有，承包费以
分红的形式发放给贫困户。樱桃大棚
不仅使清泉街道辖区内的 9 个村庄
182户337名贫困群众顺利脱贫，也带
动了周边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再就
业。

“1天80元，活儿也不累。孩子成
家了，在家没啥事，来这儿既能挣钱，
还能打发时间。”今年 73 岁的朱凤兰
说。儿女成家后，老两口把地分给了
孩子，因身体硬朗且无事可做，他们
便来到樱桃大棚打工。

随着刘神伯东村樱桃种植面积的
扩增，像朱凤兰这样上了岁数的老年
人，也都找到了力所能及的活儿。“要
是没有樱桃，谁会雇俺们70多岁的老
人干活呀？”朱凤兰乐呵呵地说。

眼下，刘神伯东村依然紧盯樱桃
产业，做好致富文章。“我们正在着手
筹备赏花节、采摘节，尝试发展乡村
旅游，扩宽群众增收渠道，带领更多
群众致富。”任东霞对刘神伯东村的
发展充满信心。

樱桃棚里春意浓

■ 本报记者 尹腾淑

3月18日，走进临清市康庄镇柴吕
油村，整洁宽敞的道路、连片的机械化
种植田让人赏心悦目，村民们三三两
两聚在巷口，拉着家常，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我们村原来产业基础比较弱，不
少村民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现在，村里
有了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带领大家找
到了致富的新门路，年轻的村民基本都
回来了。合作社的带动和农商行的支
持就是我们村强民富的‘密码’。”柴吕
油村党支部书记商淑英说。随后，记

者找到了她口中的合作社——临清市
从发种植合作社。

在这里，只见几台无人植保机、深
松机等耕种机械有序排放，合作社成
员们，或是忙着检修机械，或是忙着排
放农资，为春耕做好准备。据合作社
理事长陈爱华介绍，根据村党支部统
筹安排，由其牵头成立合作社。刚开
始时，由于缺乏技术和资金，合作社一
度经营困难，不少社员打起了退堂鼓，
但她不放弃，组织人员外出学习，将最
新的种植养殖技术和先进设备引进到
了合作社，很快扭转了生产不足的局
面。技术和设备有了，缺少流动资金

却成为合作社的一大难题。
“当时看着地就发愁，种好这1239

亩地所需要的资金可不是小数目，但
是答应了大家就一定要办到。”倔强的
陈爱华开始找寻资金渠道，但是由于
无抵押、无有效担保物，总是处处碰
壁。功夫不负有心人。临清农商银行
工作人员在走访时听说了陈爱华的情
况，便主动联系了她，向其推荐了鲁担
惠农贷，仅用3天时间，170万元资金便
发放下来。很快，她带领社员顺利走
上规模种植的路子。

“大家加入合作社是信任我，关键
时刻就要靠得住，有了资金扶持和先

进技术，只要踏踏实实干下去，何愁不

致富。”说到合作社的发展，陈爱华对

未来充满信心。付出总会有回报，去

年12月，陈爱华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

能人领路，共同致富。随着乡村

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村集体合作社

模式越来越受到村民青睐与信任。“多

亏党的好政策，让我们村探索出了一

条合作社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

致富的新路子，有了临清农商银行的

大力支持，相信这条路能够越走越

宽。”商淑英说。

柴吕油村的致富密码

■ 本报通讯员 彭月勇

“农田硬件设施水平提高了，我
们种粮轻松多了。”3 月 15 日上午，
茌平区杜郎口镇金田家庭农场负责
人李曰青站在田间地头感慨道，高
标准农田建成后，田相连、路相通，
集中连片耕种、设施先进，种粮越
来越有盼头，再也不用靠天吃饭

了。
在高标准农田里，喷灌设备正

在自动喷水灌溉麦苗。“比传统的
大水漫灌式灌溉节水 45%左右。”李
曰青说，今年虽然苗情复杂，但土
壤墒情较好，有利于小麦返青。通
过土壤墒情监测设备，就能知道什
么时候该浇水、浇多少水。

耕地质量是粮食生产的根基，

茌平区不断提升耕地质量，2021 年
建设高标准农田 8 万亩，2011 年以
来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 83.62 万亩，
覆盖全区 87%的耕地，为农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有好技术就能种出好粮食。入
春以来，茌平区农业农村局加强科
技赋能，让粮食丰收更有底气。在
春耕一线，科技特派员进村入户，

带来新品种、新农艺，广袤田畴，科

学种地用上了卫星，高效喷药配上

了无人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成

了农民种地的好帮手，不断为粮食

生产注入源源动力。

良田里聚集新要素、激发新动

能，生产向绿、效益向优，茌平这片

希望的田野上，生机涌动。

科技赋能，夏粮丰收有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