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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苑莘

近期，徐庄镇纸坊村村内又多了
几块平整的空地。“我们村残垣断壁拆
除后的空闲地已经完全平整，达到了
耕种条件。这些腾出来的地块，成为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创收空间。”3
月26日，莘县徐庄镇纸坊村党支部书
记蔚关彦介绍。

不仅纸坊村，该镇的北周庄村同
样如此。空中俯视，两个村庄都是干
净整洁，残垣断壁得到彻底整治，村落
井然有序。这是徐庄镇人居环境乡村
清洁“百日攻坚”行动中，残垣断壁拆
除地块得到有效利用的一个缩影。

自人居环境乡村清洁“百日攻坚”

行动开展以来，徐庄镇按照“党委统揽、
支部引领、全员参与”的思路，在“拆”字
上下功夫，在“增”字上做文章，解锁人
居环境整治经济收入“关键密码”，刷新
乡村“颜值”，提升乡村“气质”。

“残垣断壁都是有主人的，拆起来
可不简单。我们村党支部没少给大家
做思想工作。”蔚关彦介绍，为解决这
些“老大难”问题，徐庄镇坚持党建引
领。具体而言，就是以村党支部为阵
地，党员作表率，重点对残垣断壁突出
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摸底，全面实施镇
班子成员包管区、机关干部包村，党支
部书记负总责，村“两委”干部包胡同、
党员包户的工作机制。

村容村貌关系到全村每一个人。

纸坊村坚持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全域
治理。“我是党员我带头”，尤其是涉及
党员干部的自查自拆，他们充分发挥
带头作用，主动拆除自家的残垣断壁。

没有无用的空间，只有错配的资
源，这是徐庄镇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中坚持的理念。该镇强化监督，推进
残垣断壁拆除“再利用”，力争将浪费
的空间重新利用起来。

该镇成立由镇纪委牵头，多部门
负责人为成员的督查组，每天深入各
村进行监督检查，启动约谈、通报机
制，极大地调动了镇村干部工作担当
作为的干劲和激情，推进各村庄以拆
促建，对拆出的土地完善提升，做到即
拆、即清、即建、即绿。截至目前，该镇

各村庄残垣断壁拆除再利用工作推动
较快、成效显著，共拆除残垣断壁 42
处，整合空闲宅基地38亩。已种植农
作物、绿化苗木 20 亩，预计增收 5 万
元。

残垣断壁拆掉了，换来的是新的
人居环境和群众的精神面貌。为展现
残垣断壁拆除新面貌，徐庄镇将人居
环境整治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的重要内容，以此次残垣断壁集
中整治为契机，大力开展“村庄全面清
洁”活动，对村庄内外、房前屋后、干道
沿线进行全面清扫，累计出动拖拉机、
钩机等大型机械 10 余台、人员 300 余
人次，清理垃圾垛30余处、生活建筑垃
圾100余吨。

残垣断壁变新景
——徐庄镇扎实开展人居环境乡村清洁“百日攻坚”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高伟）为实现全
镇麦田保粒数、增粒重的目标，近段时
间，茌平区胡屯镇全体干部既做一线

“战斗员”，又做农技知识“宣传员”、后
勤“保障员”，齐心协力备战春管工作，
助力夏粮丰收，赋能乡村振兴。

增强业务学习，做好“战斗员”。全
镇各村党支部书记带领党员队伍，认真
学习业务知识，不断增强农业科技工作
本领。

开展技术指导，做好“宣传员”。胡
屯镇安排镇村干部积极用好村级广播、

群众交流微信群，及时宣传麦田浇灌施
肥管理的措施。此外，胡屯镇在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组建巾帼志愿服务
队，青年志愿者、党员先锋队，积极做好
线上线下的农户宣传指导工作。

配合春灌管理，做后勤“保障员”。
为保障春灌工作及时进行，胡屯镇各级
党员干部全力做好村民春灌、施肥后勤
保障，到各村排查水利设施隐患，及时
解决问题，让村民能够随时使用各类水
利设施，安心做好麦田管理。

胡屯镇“三员齐动”助力夏粮增收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瑞海大
爷，这么晚，您干啥去？”“这不，镇上要
求排查从外面回来的人，我到胡同里转
转，向邻居们传达一下镇上开会的精
神，让大家做好防疫工作。”3 月 28 日，
在临清市烟店镇大罗卜村，“胡同长”文
瑞海又开始每天的“胡同游”。

文瑞海是烟店镇 1000 余名“胡同
长”的一员。烟店镇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在全镇推行“胡同长”制，鼓励农村
无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热心群众担
任“胡同长”，无论是疫情防控期间的摸

排走访、防疫知识宣传，还是路灯安装
维护、人居环境整治、调解邻里纠纷，街
巷里总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

这1000余名“胡同长”通过贡献自
己的力量，把党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
伸到每一家每一户，成为村党支部与村
民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开创了“小胡同、
大格局”的基层治理局面。自从有了

“胡同长”，村民之间的矛盾少了，政策传
播的速度快了，居住环境美化了，群众满
意度提高了，乡风民风更加文明了。

烟店镇千名“胡同长”连起党群心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浩） 天暖气
清，绿芽萌动。近日，冠县范寨镇西北
方一片苹果园里生机盎然，这里是汇源
集团的高端矮化苹果基地。这个投资
1.8亿元的项目，范寨镇仅用12天就使
其顺利落地。

该项目总规划占地3500亩，同时配
建气调库和筛选设备，将打造集旅游、
观光、采摘、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
业园。

在项目落地过程中，范寨镇积极为
村民争取高标准的土地流转费用，并使

企业与村民达成协议，由企业提供工作
岗位、苹果种植技术指导，并签订收购
协议，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同时，范
寨镇在土地流转、办公场地等方面为企
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优化了企业发展环
境。此外，该镇还组织党员干部到田间
地头为农户宣讲动员，协调施工人员和
车辆，帮助企业办理各种相关手续。

全方位、高标准的优质服务让群众
放心、让企业暖心，范寨镇仅用3天就成
功流转1500亩土地、6天为其办好营业
执照、12天便使该项目落地。

范寨镇亿元项目12天落地

本报讯（通讯员 张仰斌 白博）3
月26日，阳谷县李台镇制定了“李台镇
农村人居环境全域整治提升月实施方
案”，由科级干部带队，全面开展人居环
境问题大排查。通过汇总问题，该镇按
照问题数量，将全镇54个自然村分为一
二三类，结合各村实际，严格要求各村
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整治提升任务。

该镇科级干部帮包到村，开展“地
毯式”集中行动，切实做到整治一片、提
升一片。根据村庄存在问题数量进行

分类，要求一类村5天时间完成、二类村
10 天时间完成、三类村 15 天时间完
成问题整改。对村内“三大堆”、乱贴乱
画、坑塘沟渠内生活建筑垃圾等现象，
集中人员、机械进行清理整治；对线路
散乱等问题，联合电网、通信等部门进
行统一梳理。同时，制定“两天一点名、
每天一调度”工作机制，按照村庄类别
进行重点调度。村庄完成整治任务后，
随时提出验收申请，由镇长带队进行验
收，确保验收标准统一。

李台镇开展人居环境问题大排查

■ 刘桐

3 月 16 日一早，伴随着“咩咩”的
羊叫声，高唐县汇鑫街道王签庄村的
养殖户记庆乐正忙着给羊群加草料，
收拾羊圈，看着一只只小羊羔健硕成
长，记庆乐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记庆乐以前是养猪专业户，因为
猪肉市场行情波动较大，他和妻子便
商量着转型养些周期长、效益稳定的
畜类。2021 年，正当记庆乐犹豫不定
的时候，村里恰巧召开了村集体增收
工作会，村党支部书记王祥介绍了村

子筹备建设九羊农业公司的具体情
况，这让记庆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年，村里成立了高唐县九羊农
业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主要为农户
提供集种羊繁育、肉羊繁殖、订单种
植、饲草料产销、肉类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羊全产业链服务。

“这是一个运用现代化设施的养
羊基地，我很看好合作社发展前景。”
记庆乐说，其中一个现代化的养殖基
地刚建起来，他便让王祥先带他找到
了基地负责人王景坤，与其签署了合
作协议。去年 7 月，养殖基地统一购

进50只怀孕母羊，在公司技术人员指
导下，记庆乐开始走上了养羊的道
路。

“养第一批羊的时候，我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没想到第一批 50 只母羊
就产下了98只小羊羔，当年全部通过
合作社由公司回购统一销售，实现了
销售额10万元。”记庆乐说，除去饲养
成本3万元，在短短5个月内实现了7
万元的净利润，这让他一下充满了干
劲，准备抓住机会，买羊“扩容”。“去
年年底，我又分得了两批羊，目前一
共引进150只母羊，现在存栏200只。”

记庆乐说。
“你发了‘羊财’，我得赶紧跟上

你。”看着记庆乐幸福的样子，好友孙
磊也准备借着第二批次引进羊羔的机
会，赶紧加入合作社。据悉，今年加
入合作社的养殖户增加到了33户，二
期羊舍和配套设施也正在加紧建设
中。

兴羊业，发“羊财”。汇鑫街道发
展“企业+农户”特色养羊产业，羊产
业规模持续扩大，仅去年 5 个月的时
间，合作社 21 户养殖户就获益 134 万
元。

兴羊业 发“羊财”

3月28日，在茌平区
贾寨镇邢胡刘村，村民在
田间管理种植的甘蓝。

三月春正暖，眼下正
是农业生产管理的重要
时期，我市各地积极开展
春耕备耕生产，抢抓农
时，不误时令，为全年农
业丰收忙碌在田间地头，
助力乡村振兴。

■ 赵玉国 贾俊杰

三月春暖三月春暖
农事忙农事忙

■ 沈欣欣

在东阿县陈集镇，有这么一群特
殊群体，他们既是村里的脱贫享受政
策群众，又是村里的保洁员、光伏设
备维护员、农业包装废弃物回收员、
治安维护协理员、村民事务代办员，
拥有多重身份，成为村里的“新管家”。

带领脱贫群众清理街道卫生、在
田间地头收集农药包装废弃物、查看
村内光伏设备运行情况、配合村干部

宣传反诈骗知识……东阿县陈集镇于
北村脱贫群众于乐红每天都有工作任
务。

“感谢村里给俺安排这个工作，既
能照顾家人，还能挣到钱，每天都过
得很充实。”于乐红说，由于妻子和孩
子患有残疾，平时需要在家照顾他
们，自己一有时间就外出打工，挣钱
补贴家用，为了进一步增加个人收
入，村里又为他安排了公益岗位。

东堂村 58 岁的王振英长期患有

肾脏疾病，需要定期输液治疗，无法
从事重体力劳动。东堂村村干部在走
访中了解到王振英的实际情况和相关
条件后，按照要求和程序上报东阿县
人社部门。县人社部门结合岗位设置
等具体情况，把王振英安排到专为困
难群众开发的公益性岗位。王振英当
上了卫生管理员，每月增加收入 600
多元。

“每天就是扫扫街、清运垃圾，干
活轻松又能有一份收入，俺很满意。”

王振英告诉记者，今年是她从事公益
岗位的第3个年头，只要身体允许，她
会一直干下去。

为进一步推进就业扶持工作开
展、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稳定就
业，陈集镇多措并举、扎实推进乡村
公益性岗位开发与安置，努力实现岗
位开发、利用、管理的规范化、科学
化。该镇重点对脱贫群众、残疾人、
困难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进行调查和
摸排，将困难群体帮扶工作与公益性
岗位开发有机结合，对符合就业条件
且有就业愿望的人员，优先推荐合适
的就业岗位，确保困难群体顺利就
业，真正实现帮扶就业“两不误”。

村里有了“新管家”

■ 本报记者 于新贵

张华清是茌平区小果篮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
责人，她每天不是在葡萄大棚里，就是在去往大棚的路
上。

3 月 11 日，在合作社的椅子上还没坐稳，电话就响
了。“你现在能来俺家大棚一趟吗？”接完葡萄种植户潘
红玲的电话，张华清驾驶着一辆面包车就赶了过去。

潘红玲的葡萄大棚里，一串串青涩的葡萄挂满枝
头。但近期葡萄出现了病虫害，需要让张华清开个药
方。走进大棚，张华清蹲在葡萄秧前，仔细察看每一片
叶子。“这是穗轴褐枯病虫害，马上喷洒唑醚代森联，很
快就会好的。”随后，张华清还手把手教潘红玲修剪穗
形。潘红玲是张华清的“铁杆粉丝”，她是最早加入合作
社的种植户。目前，她家有3座葡萄大棚，每年十几万元
收入，再加上丈夫打工的收入，这个四口之家的生活有
滋有味。

其实，张华清成功的背后也有辛酸的过往。1998
年，张华清所在的企业破产，她成了一名下岗职工。下
岗后的张华清跟着丈夫回到茌平区乐平镇农村老家，感
到生活十分迷茫。后来，她发现当地有很多村民在大棚
里种植瓜果，但由于村民对市场行情不熟悉，导致经常
赔钱。于是，张华清与家人商量后，开了一家农资店。
有时，种植户会拿着病株来到农资店向张华清求教，但
对植物病虫害并不了解的张华清也无能为力，看着种植
户失望的样子，张华清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张华清购买了植保科普书籍在家自学，尽量
帮助种植户解决病虫害问题。此外，张华清每年还去江
浙地区学习葡萄种植技术。2018年，张华清参加了山东
农业大学农学专业的函授学习，并计划继续攻读农学研
究生。通过学习，科学的葡萄种植技术和规范化的“一条龙服务”成了张华清的“葡
萄致富经”。

从2014年成立葡萄种植合作社时的130户种植户，到现在的850多户种植户，
张华清的专业知识支撑起了她的“葡萄殿堂”，很多葡萄种植户慕名而来，加入她的
合作社。目前，合作社拥有高唐、冠县、东昌府、茌平、台前等地的5个葡萄种植服务
站，5名葡萄种植讲师，葡萄种植面积达到3000亩。

“让种葡萄的群众发财致富，人家才信任你。如果种葡萄挣不了钱，你说得天
花乱坠也没有用。”张华清说，合作社每年都组织种植户外出参加培训学习，提高葡
萄种植管理技术。

张
华
清
的
﹃
葡
萄
经
﹄

■ 梁丽姣

“最近天气不错，咱们先把绿豆泡
上吧，明天早起做粉皮。”3 月 26 日下
午，冠县北馆陶镇代庄村村民代兴全
一边跟老伴儿说，一边泡上了绿豆。
颗颗绿豆圆润饱满，经过泡、碾和十几
次换水后，过滤出无杂质的绿豆浆水。

3 月 27 日一大早，代兴全支起炉
灶，烧开水，调好浆，用勺子舀出少量
绿豆浆水，倒入铜旋内，随后将铜旋放
在滚烫的开水上，双手顺时针转动铜
旋，粉糊由铜旋中心向四周散开，待粉

糊均匀后，取出铜旋抛入清水缸内冷
却。过水后，一张薄如纸张、晶莹剔透
的粉皮就出炉了，整个过程不到 1 分
钟。

一张粉皮，需要经过调浆、旋粉、
晾晒等十几道工序才能制作完成，而
粉皮好不好的关键，就是“旋”。“少一
个步骤就失去了原本的味道，手上的
功夫和力道很重要，太薄了容易破，太
厚了口感就不好。”代兴全告诉记者，
他从小学做粉皮，50多年来，手上早已
布满层层老茧，“稍不留神，就会被开
水烫到，好手艺都是烫出来的。”

说话间，圆润的粉皮一张挨着一
张，紧密地排列在用高粱秆编织成的
帘子上，4个小时下来，100张帘子上便
铺满了800张粉皮，在阳光的照耀下，
粉皮的水分慢慢蒸发，质地由软变
硬。积年累月间，帘子上留下了一圈
圈晾晒粉皮的印记。

午后，光线变弱，代兴全察看粉皮
的干湿度后，将晾晒好的粉皮一沓沓
收拢起来，一张张平铺在屋内阴凉干
燥的帘子上。一层粉皮一层帘子，用
重物压实，隔一段时间翻转一次，待粉
皮平展透亮时，便达到了装箱出售的

标准。
2017 年，代庄村党支部成立专业

合作社，注册“代庄粉皮”商标，收购村
民手工制作的绿豆粉皮，产品统一制
作工艺、统一包装、统一商标，销往河
南、江苏、广东等地，代庄粉皮也因口
感爽滑筋道，深受消费者喜爱。

“以前做好的粉皮都是自己去集
市上卖，行情不好时，收入并不高。有
了合作社之后，做好粉皮都往合作社
送，销路有保障，逢年过节的时候供不
应求呢。”说话间，代兴全的脸上布满
了笑容。

手工粉皮“旋”出致富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