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4日，茌平区韩
屯镇王提灵村的帮扶大
棚内，春光明媚，暖意融
融，村民们正忙着整理枝
蔓。

近年来，韩屯镇建立
了11座帮扶大棚，由本
地种植大户租赁经营，发
展葡萄、甜瓜、甘蓝等瓜
果蔬菜种植，采用长期用
工、季节用工、临时用工
等灵活方式吸收低收入
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大
棚建成以来，已帮助 40
余户低收入村民实现增
收。

■ 本报记者 林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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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张阳洋

“我代表全体村民感谢你捐赠的防
疫物资，你为我们作出了榜样。”3月17
日 17 时 40 分，在茌平区菜屯镇阚庄村
疫情防控岗，阚庄村网格党支部书记徐
华平握着王光刚的手说。

王光刚是阚庄村村民，也是阳谷一
家企业的会计。最近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王光刚虽在阳谷工作，但也想为家
乡的疫情防控贡献力量，便决定为家乡
捐赠防疫物资。“我们村庄这几年发展
得这么好，正是大家在党的带领下齐心
协力实现的。抗击疫情，我不能缺席。”
王光刚说。

王光刚给村里捐赠了 4000 只口罩
和两支体温枪。他谦虚地说：“与坚守
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者相比，我做的
事情其实算不了什么。”

徐华平说，这不是村里第一次收到

捐赠物资。3月14日19时30分，村里就
收到了一位村民捐赠的500只口罩。当
时，值班人员刘维方正低头吃饭，从村
里开出的一辆车停在疫情防控岗前，司
机从车上下来，扔到桌子上一大包口
罩，转身就上车走了。“前后不过几秒钟
的时间，他戴着口罩，我真没认出来
是谁。”刘维方说。后来，通过这名司机
的车牌号，才确认他是本村村民。打开
口罩包装，里面有张小纸条，上面写着8
个字“抗击疫情，有我一份”。

抱着不打扰这位热心村民的想法，
当晚，徐华平在村里的微信群中留言：

“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村民支持，我们
才有了精神支柱和力量。”而群里的村
民也纷纷为这种行为点赞。

张贾村的村民纷纷写下抗击疫情
志愿书，林海新村的王光华在特殊天气
主动要求替其他人值班……疫情无情
人有情，菜屯镇干群一心抗击疫情，绘
出了动人的“志愿红”。

“抗击疫情，有我一份”

■ 刘小希 贺荟菊

“你在家要乖乖听话，妈妈打败了
病毒就回家。”

说罢，许小晶匆匆挂断了电话，转
头继续调度“双敲”行动进度。近段时
间，她和家人的每次通话都简短、匆忙，

“虽然心里挂念着家人，但守好大家才
能守住小家。”3月22日，许小晶说。

许小晶是东昌府区张炉集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自我市抗疫号角吹响
后，她便坚守在一线。在该镇，像她这
样的巾帼“逆行者”还有很多。

副镇长刘玉宁，分管疫情防控工
作，需要统筹协调防疫期间的大小事
务，肩头的责任沉甸甸。听着电话另一
头女儿的哭喊声，她咬紧牙关，选择让
公公婆婆先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自己
继续坚守岗位。谈及缘由，她说：“这里
的工作离不开我。”

“一定要保证核酸检测采样现场秩
序不乱、采样不漏一人！”在张炉集镇郭
大村核酸检测采样点，该镇党委副书记
路坦一边维护着现场秩序，一边帮助村
民用手机生成核酸检测二维码，即便嗓
子喊哑了，她依然表示“轻伤不下火

线”。
3月18日，随着张炉集镇全员核酸

检测进入扫尾阶段，一阵阵敲门声在各
个村中陆续响起。原来，是巾帼战“疫”
服务队正在开展“双敲送关爱”活动。
截至当日，她们已服务重点人群300余
人次，切实打通了关爱妇女老人儿童的
绿色通道，实现了对特殊群体家庭的

“无缝隙”保护。
据介绍，疫情发生后，张炉集镇全

体机关女干部第一时间自发成立了10
支巾帼战“疫”服务队，下沉到各村挨家
挨户摸排走访，做好核酸检测信息录
入，大力宣传防疫知识、政策，号召广大
居民积极配合上级的政策要求，做好个
人防护。此外，这群“娘子军”还主动参
与卡点执勤、入户筛查、消毒消杀等重
点工作，用女性的细腻与坚韧筑牢张炉
集镇疫情防控安全线。

“在生活中，我们是母亲、是妻子、
是女儿，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我
们是战斗员、保障员、守门员。”许小晶
说，“这一轮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张炉集
镇全体机关女干部将继续坚守岗位，彰
显巾帼担当，发挥‘半边天’作用，竭尽
全力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坚守抗疫一线的“她”力量

3月21日，在茌平区杜郎口镇何屯村麦田里，农技人员正在驾驶着车辆喷施农
药。当前小麦正处于分蘖拔节期，杜郎口镇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利用无人机、自走式
打药机等农业设施进行管理，田间地头一派农忙景象。 ■ 本报通讯员 马林文

■ 刘桐 郭洪广

3 月 20 日上午，伴随着“嗖”的一
声，一架满载农药的无人机在高唐县固
河镇南张村麦田里升空，无人机产生的
下压气流将农药高度雾化，均匀喷洒在
每一片叶面上。

“我们合作社与南张村签订了土地
托管协议，为农户提供耕、种、管服务，
像这样的一次飞行作业，就可以完成11
亩地的喷药任务，大大提高了麦田作业
效率，既减少了人员密切接触，又提高
了小麦春管效果，既保障了疫情防控工
作到位，又不误春耕生产。”智博农机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宋怀志介绍。

眼下，正是小麦预防病虫害高发的
关键时期，但受疫情影响，封控区人不
出户、管控区人不出村，给春季麦田管
理带来了困难。面对新形势，固河镇以
各基层党组织为主要力量，正确引导群
众克服恐慌心理，将疫情防控和春耕生
产有机结合，充分做到“两手抓、两不
误”。该镇经管站牵头，在原有基础上，
第一时间将封控区大赵村、石羊村纳入
国家财政补贴土地托管项目，对接智博

农机专业合作社、合意农机专业合作
社，开展小麦返青期第一遍农药喷施。
镇农机部门主动出击，联系农机专业合
作社，对封控区、管控区的麦田统一喷
施农药，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现在正是麦子喷药的关键时期，
我们村属于封控区，多亏了农机公司给
俺代管了土地，村民足不出户，全村659
亩小麦只用1天多的时间全部防治了一
遍，安全省事又高效，还为村民省了一
大笔开销，镇政府真是把好事都办到我
们心坎上了。”南张村党支部书记刘景
智激动地说。

“将春季麦田管理工作做细做实，
才能确保今年夏粮丰收。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但农时不等人，我们
一手抓疫情防控不松劲，一手抓春耕春
种不耽搁，积极主动为村民排忧解难，
全力降低疫情影响，扎实做好关乎群众
切身利益的大事、实事，不断增强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固河镇党委
书记赵伟说，截至目前，固河镇已实施
农药喷施、飞防服务2700亩，施肥6000
亩，灌溉4000亩，有力促进了春季农业
生产。

农户“宅”家不误农时

本报讯（记者 林晨） 3月26日，
在位于茌平区胡屯镇的山东海润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
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今年企业实现
了开门红，一季度销量预计比去年同
期增长 10%。而且，我们与国内的吉
利、长城等汽车品牌都签订了长期订
单。”企业负责人郝胜凯笑着告诉记
者，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车间120多名
女工的贡献。

操控机器、打磨原件、组装成品……
记者注意到，整个生产线上有150余名
工人，其中女工有120余名。“我们车间
没什么重活，很多在家无事的妇女就

可以来上班。”在郝胜凯看来，农村妇
女也可以赚钱顾家两不误。

去年，为提高土地种植效益，助农
实现增收，胡屯镇拉开了土地托管大
幕，共流转土地3000多亩。从种到收，
都由专业机构进行托管，男劳动力有
了更多精力外出务工，家中留下妇女
群众负责照顾家庭。

如何调动妇女群众增收的积极
性，成了胡屯镇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所在。

“我们不仅引进了多家规模以上
企业发展特色产业，还与山东海润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了村企

联建协议，成立‘巾帼车间’，给更多妇
女群众提供适合的工作，帮助她们增
收。”胡屯镇胡屯新村党委书记齐以国
表示，在帮群众就业的同时，也要充分
考虑企业的需求。企业一般会根据员
工年龄、技术和工作需求来安排岗位，
员工要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才能正
式上岗。

“在家门口上班，虽然干的都是些
轻活，但是赚得还不少。”胡屯新村村
民王丽霞一边组装产品，一边为记者
算了一笔账，在外地打工每个月能赚
5000元，刨除生活费和路费，却剩不太
多。但在家门口上班，每个月能拿到

近4000元工资，省去很多花销不说，平
时还能照顾老人孩子。

除了汽车配件生产，胡屯镇还有
金针菇加工、铝材加工、密度板加工、
手工业制造、新材料加工等多种门类
的“巾帼车间”，共吸纳600余名妇女群
众就业，人均月收入3000元左右。

“妇女群众在家门口上班，不仅能
实现自身增收致富，也为各项产业发
展贡献了巾帼力量。我们将会对全镇
留守妇女、脱贫群众的数量、年龄、文
化程度、个人意愿、技能掌握情况等进
行详细摸底，帮助更多群众实现就近
就业。”胡屯镇党委书记李刚说。

胡屯镇家门口建起“巾帼车间”
600余名妇女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我想
换这本《鲁滨逊漂流记》”“我要借《三
毛流浪记》”……3 月 19 日，在临清市
唐园镇李官寨村陈靖涵家里，小主人
陈靖涵忙着给村里的同学们挑选图
书。

因为陈靖涵家里设了一个小书
屋，每到周末，同学们都来她家看书、
换书，她挨个做好登记，将归还的图
书分门别类地放在书架上，格外忙碌
和充实。“这是同学们借阅图书的登
记表格，在这个表格上有姓名、书名、

借阅时间和归还时间，每一本书的出
入都要记录在册。”陈靖涵笑着说。

陈靖涵家的家庭图书馆是唐园
镇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而实施的家
庭图书馆项目。该项目将图书馆放
在村中学生家中，充分发挥出图书的
价值，培养学生阅读习惯、提升文明
素养，进而带动家长和群众多读书，
既满足了学生课外阅读的需求，又加
强了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
建设，积极助推了全民阅读。

陈靖涵是唐园镇家庭图书馆项

目评选出的第一批小馆长，陈靖涵家
里书香气氛浓厚，她和弟弟两人都是
唐园小学的学生，爱好读书。镇家庭
图书馆项目组成员通过家访考察，了
解了家庭情况、家长意愿和预留空间
后，确定陈靖涵家具备建立家庭图书
馆的条件和环境，对其现有书籍进行
充实补充，成为唐园镇第一家挂牌家
庭图书馆。

唐园镇党委政府全面谋划，全力
推进家庭图书馆项目，成立了家庭图
书馆项目组，具体指导各图书馆运

行，总结阶段性经验，积极探索长效
化机制，以联合村为单位，建立家庭
（社区）图书馆，由老党员志愿者、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青年志愿者、
妇联志愿者、文化骨干等担任馆长，
让村里的图书馆在生产生活、基层治
理中发挥作用，以家风促民风，引导
社会各种资源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如今，家庭图书馆已发展到 54 家，实
现 32 个自然村全覆盖，初步构建起

“图书馆+家庭”文化服务体系。

唐园镇构建“图书馆+家庭”文化服务体系

■ 本报记者 林金彦

胡小军是东昌府区闫寺街道前胡
屯村村民，开办了一家养鸡场，占地5
亩多，有2万只鸡，每天向本地市场销
售鸡蛋750公斤左右。鸡场里的鸡粪
全部用作肥料，不仅解决了鸡粪污染
环境问题，还解决了种地肥料问题。

胡小军今年36岁，前些年一直在
北京打工。“我没啥手艺，在外面打工
累，挣得也不多，心里总觉得还是家乡
最好。”胡小军归乡心切，他打算回家

创业，既能为家乡发展做点事，也能照
顾家人。2013 年，他用打工攒下的积
蓄，租赁村里荒地搭建鸡棚，开始了创
业之旅。“刚引进鸡苗的时候啥也不
懂，从鸡苗的喂养到疾病预防、治疗都
是现学现用。”胡小军买来书籍，请教
养鸡能手，总结经验，慢慢成了养鸡的
行家里手。

产业要发展，就要扩大规模、更新
设备，资金困难问题让胡小军犯了
愁。闫寺街道任庄管区书记徐勇了解
胡小军的情况后，耐心向其讲解政府

贴息等贷款优惠政策，并带着他到民
政、扶贫等部门办理手续，帮助他贷款
15 万元，解决了资金难题。胡小军购
买了上料机等设备，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现在，政府部门每年免费发放
两次禽流感疫苗，降低了养殖户的成
本。”胡小军一天喂三次鸡，早上和下
午各拌一次料，其余的时间就捡鸡蛋。

2 万只鸡，每天产生大量鸡粪，怎
么处理？胡小军想到了发展生态循环
农业，把鸡粪变废为宝，用作周边耕
地、果园和农业试验区的肥料，将一条

生态循环链从鸡场延伸到了农田和市
场，实现了蛋鸡养殖的转型升级。

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的同
时，胡小军还积极带动周边村民养鸡
致富。村里部分低保户因为家中有病
人，无法长时间外出打工，胡小军找
上门去，让他们到养殖场打工。周边
村民纷纷前来参观学习，他手把手地
教，为村民发展蛋鸡养殖传授经验。

“虽然我能力有限，但是我也想尽我所
能帮助更多的乡亲增收致富。”胡小军
朴实地说。

胡小军：返乡创业 带富乡亲

■ 梁丽姣

3月16日，一场倒春寒让室外气温
陡然降低，但冠县兰沃乡石家寨村的
葡萄大棚内却达到了 25℃，一片生机
盎然。一串串翠绿的葡萄沉甸甸地垂
于藤蔓上，葡萄上的露珠晶莹剔透，惹
人喜爱。

“今年的葡萄结得不错，又是一个
丰收年呀。”早上7时，石家寨村党支部
书记王之付拉开温室大棚的棉被，一
头扎进大棚里，穿梭在田垄间，熟练地
在一串串绿葡萄间疏着果，看着葡萄
藤上挂满的果实，他的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王之付与葡萄的缘分，还要追溯
到2003年。当年，石家寨村在村里西
南角的一片土地上，建设了30多座温
室大棚，引进了维多利亚葡萄、阳光玫
瑰、巨胜1号等品种，将这份“甜蜜的事
业”做得有声有色。

“我自己承包了5座葡萄大棚，大
棚每亩地1年的纯利润能达到3万元，
1年下来能赚十几万元。”王之付算了
一笔账，一串串葡萄不仅富了王之
付，也成为石家寨村大多数村民的

“致富果”，圆了村民们的增收致富
梦。

“出不了远门，不能外出打工，温
室大棚种植葡萄，一年能赚2万元，除

去给老伴看病的钱，还能留下来一些
补贴家用。”石家寨村脱贫户王玉莲
说。几年前，王玉莲的丈夫突发脑血
栓，需要长期用药，不能干重活，家里
的重担就落在她一人身上。如今，她
一有时间就来到葡萄大棚里忙活，渐
渐地，生活也有了起色。

小小的“致富果”也解决了附近村
不少村民的就业问题，“我们一直都在
这里务工，不仅离家近，工作也轻松，
一天工资 60 元到 70 元。”家住大柳邵
村的李春燕开心地说。

2020 年，上级财政下发壮大村集
体经济专项资金50万元，为石家寨村
建设了2座高标准温室大棚，村里的种

植能手刘银忠承包了其中1座。在他
的精心管理下，棚内的葡萄长势喜
人。“从承包到现在投资了14万元，今
年葡萄长得好，1年差不多就能回本。
葡萄效益好，销路也不用愁，浑身充满
了干劲。”刘银忠说，承包这座棚之后，
他每年向村集体交2万元，壮大了村集
体经济。

除此之外，石家寨村还将村集体
土地流转出去，建设葡萄大棚、种植百
亩梨园，村集体收入从几万元增加到
了十几万元，实现了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村集体
收入多了，村民的日子也越来越有奔
头了。”王之付笑意盈盈地说。

葡萄棚里结出“致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