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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苑莘

“大家要定期打扫卫生，环境整
洁了，就能配合村里的工作了。”4月8
日，莘县樱桃园镇西赵海村“巷长”赵
元威又一次打扫了他所负责的十三
号巷。作为党员“巷长”，赵元威经常
提醒村民要打扫好卫生，为美丽乡村
建设尽一份力。

西赵海村的党员“巷长”工作并
不轻松，24名党员要划片包干负责村
里40条街巷的环境卫生。为了解决
群众积极性不高的问题，西赵海村召

开村民代表大会，征求村民意见和建
议，择优推选村“两委”干部和在群众
中威望高、口碑好、公信力强的党员
担任“‘巷长’带头人”。“巷长制”在西
赵海村落地生根，党员“巷长”们将村
里的环境卫生、疫情防控、邻里纠纷
调解等事项处理得井井有条。

党员当“巷长”，不仅改变了街巷
环境，更改变了群众的心态，党员群
众从“被动等”向“主动干”转变。

前吕村党员“巷长”当起了“宅基
管家”。他们将村庄闲散宅基用石灰
砖进行围挡，并将其绿化，使村庄美

到了“里子”。
樱东村党员“巷长”集中力量清

理残垣断壁，为村庄铺设了排污管
道。家家户户改新厕，门前道路全硬
化，门前种花、屋后种菜、墙面喷画的
村庄新面貌，让人耳目一新。

“巷长制”让很多优秀党员脱颖
而出。王庄村曾是“三类村”，以前道
路坑洼，每到雨天更是泥泞难行。
2021年，在村“两委”换届中，“巷长村
容护卫队”队员王铁峰因表现出色，
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如今，王庄
村购置了1台洒水车。该村收回集体

闲置土地60余亩，修建文化活动广场
和村史馆。王庄村党员“巷长”带头
捐款修路，在村里的 2.7 千米道路两
侧栽种了海棠等树木，让村貌焕然一
新。目前，该村集体收入已突破10万
元，一跃成为先进村。

通过坚持党建引领、党员示范，
樱桃园镇探索出基层治理新模式：由
党员当“巷长”，实现村庄环境治理由
外部推动型向内外互动型转变。如
今，漫步金堤河畔，村村道路洁净，村
舍整齐，碧水绿树蓝天相映，犹如一
幅美丽的乡村图画。

党员当“巷长”村容大变样

■ 刘桐 郭洪广

春风和煦，天气晴朗，随着气温稳
步上升，迎来种植生姜的好时节。4月
8日，在高唐县固河镇固河村村南的一
片田地里，村民们正抢抓农时种植生
姜：起垄、施肥、下种、支竿、扣膜……
一派农忙景象。

“去年俺种了一亩生姜，纯收入达
3万元。”固河村生姜种植户牛春贵掩
饰不住内心喜悦，掰着手指算增收账：
种小麦、玉米等传统农作物，一亩地仅
收入1000多元，而种生姜一亩净利润

达2万元，是种粮食的十几倍。
牛春贵是一名“80后”返乡创业青

年。此前，他一直在临淄等地打拼。
2020年，经过市场考察，他发现种植生
姜不仅效益高，而且不损害土地，自家
土壤疏松肥沃，含丰富的有机质，非常
适合生姜的生长。

有了想法之后，牛春贵开始付诸
实践。2021年春节后，牛春贵在莱芜
购买了500公斤种姜，开始在自家的1
亩地里试种。由于投资成本高，牛春
贵对生姜种植格外上心。他专门到
莱芜认真学习选种、催芽、播种、储存

等全套生姜种植管理技术。保温箱
育苗、平整土地、播种、覆膜、钻孔通
风、浇水、施肥……大半年时间，牛春
贵一家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生姜管
理上。2021 年霜降时节，辛勤付出换
来丰硕回报，牛春贵种植的生姜获得
丰收。

靠着种姜收获了“第一桶金”，牛春
贵信心更足了。今年，他种了23亩生
姜。如今，不仅本村村民争相种植生
姜，就连外村不少群众也主动找上门
来订购姜种，学习种姜技术。目前，牛
春贵已带动周边郭庄、杨庄、郅辛等村

24 户群众种植生姜，种植面积近 200
亩。

“今年我们正谋划发展生姜产业
园，成立生姜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多
种措施，提高生姜品质，并探索线上销
售模式，带动更多村民通过种植生姜
走上致富道路。”牛春贵谈起发展目标
时底气十足。

近年来，固河镇按照“一村一品”
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稳步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外
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拓宽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

种下致富姜 奔向好日子

■ 本报通讯员 张宗元

“大家责任重大，担负着贯彻落
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任……”
这是近日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第一
季度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会上的一
幕，道口铺街道党工委书记袁虎成通
过“云视讯”视频会议系统对各村工
作进行点评，街道163名党员干部参
加此次“云会议”。

此次道口铺街道开展第一季度
“云述职”，各基层党组织书记围绕疫
情防控、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集体经
济收入、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述
职，通过找差距促提升，进一步促进
基层党组织各项工作的开展。目前
道口铺街道已建成街道视讯系统主
会场1个、社区二级分会场7个、村三

级子会场 31 个，实现了“云视讯”全
覆盖。

“以前街道开会，像我们这些偏
远的社区，来回就得四五十分钟，把
时间全浪费在了路上，回去还要召集
村干部会。”道口铺街道闫邵屯社区
党委书记路飞说，“现在有了这个‘云
视讯’视频会议系统，随时可以通过
视频会议学习各级各类会议和讲话
精神，节省了不少时间，还避免了人
员聚集。”

近年来，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
通过打造VR党建体验馆、民生综合
服务平台、“云视讯”视频会议系统
等，探索创新“智慧党建”工作模式，
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能力和工作
效率。

一场别开生面的基层党建述职会

本报讯（通讯员 苏龙坤）“这
个广播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原来大家
喜欢聚在一起聊天、打牌，现在有了
新爱好，一边收听新节目，一边谈论
节目内容，精神生活更丰富了，奔向
新生活的劲头更足了。”4月11日，阳
谷县安乐镇北街村党支部书记申培
坡说。为扩大“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覆盖面，该镇开设“乡村大喇叭”广播
栏目，推动大政方针、富民政策等“飞
入寻常百姓家”。

安乐镇仔细甄选“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内容，采取日常信息播报与重
要时间节点专题专栏展播相结合的

方式，每天早、中、晚各播出30分钟，
以通俗化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把乡村振兴的方针政策和致富
信息、生产技能、科普教育送到田间
地头，为广大基层群众送去丰富的理
论大餐、知识盛宴。

为进一步提升“乡村大喇叭”引
导能力、服务能力，安乐镇还展开了
线下推广活动，志愿者深入村民家中
宣传“学习强国”App，协助下载、安
装、注册，鼓励大家学知识、晒积分，
使“学习强国”平台成为党员群众思
想上的“导航仪”，行动上的“指南
针”。

安乐镇

乡村大喇叭响起“学习强国”声

■ 本 报 记 者 叶晨雯
本报通讯员 苏龙坤

四月是小麦蚜虫和红蜘蛛的高发季节，需要及时喷施农
药，在阳谷县安乐镇于营村的麦田里，却见不到群众背着喷雾
器打药的情景。

“村里实行土地托管政策，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再也不用到
地里给庄稼打药了。”于营村农户赵兴忠乐呵呵地说。

去年，受强降水天气影响，安乐镇小麦播种期总体延迟。
为实现小麦丰收、农民增收，保障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该
镇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托管工作。

于营村总人口1400余人，留守在家的村民有500余人，多为
老人、妇女、儿童，一家一户作坊式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不适
应农业发展。3月15日，于营村党支部书记武目林在参加镇政
府组织的土地托管工作培训后，当天下午回村立即召开党员大
会，分析于营村种地难的现状，向大家讲明白土地托管的好处：
土地被托管后，合作社统一购买种子、农药、化肥，若购买量大，
可以直接跟厂家联系，争取批发价；收割、旋耕、播种等农业生
产环节能够享受政策补贴，农药喷施全部使用无人机，综合计
算，一年一亩地至少减少投入200元，每亩地粮食产量至少增加
10%，每亩地至少能增收300元。

“之前，每次打药施肥，儿子都要请假回家帮忙，路费、误工
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赞成土地托管。”于营村老党员武学
龙说。

党员领着干，群众观念变。党员大会后，于营村制定了“1+
10”党员联系户制度，“1”是每名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首先
在土地托管协议上签字，“10”是每名党员帮包10户群众完成土
地托管工作。原本计划一星期签完协议，仅4天时间354户村民
全部签完土地托管协议。

土地托管后，合作社聘请农业技术专家现场查看麦苗长
势，根据预防为主、治病为辅的理念，量身配置农药、肥料，利用无人机统一喷施，
打破了传统的麦田管理模式。

“农技专家为我们正在喷施的农药中配置了磷酸二氢钾，能够增加麦苗营养
供应，提高小麦产量。”望着空中正在喷施农药的无人机，武目林说，接下来，于营
村将充分发挥“党支部+合作社”的作用，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养殖等多元化产业，
拓宽村民增收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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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夏旭光

“非常感谢您，帮助我们解决了
这个老大难问题。”4 月 6 日，几名商
户把一面写有“为民解忧 心系群众”
字样的锦旗送到临清市新华路街道
顾家商圈党代表工作室，以感谢临清
市党代表董玉华协助解决了垃圾站
问题。

原来，在 2 月 28 日的“党代表接
待日”中，有商户向董玉华反映商博
瑞超市南侧的垃圾站臭味熏天、垃圾
满地，严重影响了周围商户的经营。
董玉华迅速通过顾家商圈党代表工
作室的“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召集街
道综合执法办公室、社区党委、顾家
商业中心负责人协同解决群众诉
求。3月5日，不到一周时间，新华路
街道综合执法办公室就对接临清市
综合执法局，结合顾家商业中心商户
诉求对垃圾站重新选址，原垃圾房被
改建成小型停车场。

这只是新华路街道顾家商圈党
代表通过党代表工作室为民办实事

的一个缩影。“顾家商圈党代表工作
室”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优势，坚持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服务方式，
为基层党员群众排忧解难，灵活开
展不同类型的服务，多层面、多角度
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落
地。

临清市党代表、新华地产高级工
程师、工民建专业技术负责人王金国
依托党代表工作室，发挥职业优势，
积极搭建房地产开发公司同家居建
材经营商户的“连心桥”，着力解决了
疫情导致的部分商户产品库存积压
等实际经营困难，给商户带来了“红
利”和“实惠”。

“党代表工作室协调银行推出了
‘装修贷’，我们前两个月的装修合同
额就赶上了去年第一季度。”尚品宅
配栾经理高兴地说。顾家商圈党代
表工作室积极同临清农商行对接，在
顾家商业中心推出“装修贷”低息贷
款，带动了顾家商业中心家居建材产
业的发展。

党代表工作室架起“连心桥”

■ 文/图 本报记者 赵宗锋

“今天来领奖，太开心了。”4月8
日上午，在东昌府区侯营镇阳光新村
党群服务中心广场，受到文明信用家
庭表彰的苏庄村村民肖伟高兴地
说。当天，侯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联合阳光新村文明实践站开展文明
信用家庭表彰活动。

肖伟和其他 6 个家庭代表一起
领到了“文明信用家庭”荣誉证书，以
及用积分兑换的礼品。

侯营镇“信用+美丽乡村”积分制
激发村民主动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
性，让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在村民
心中落地生根。

7户文明信用家庭中，既有孝老
敬亲家庭，也有邻里互助家庭。苏庄

村党支部书记苏怀民说，这些获奖家
庭都有值得学习的“闪光点”。

“这是我们举行的首次‘信用+美
丽乡村’积分兑换活动。”侯营镇党委
委员、副镇长任之恒说，此举旨在强
化村民社会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倡
树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价值导向，
着力提升广大群众的文明素养，培育
崇德向善的文明家庭新风尚。

在阳光新村党群服务中心的“信
用超市”，货架上摆满了香皂、牙膏、
湿巾等生活用品。与其他超市不同，
这里的货品标价不是货币价格，而是

“积分兑换价”。比如信用积分7分，
可以兑换一管牙膏；3分，可以兑换一
盒香皂。

“今年第一季度的积分兑换活
动，只是一个开始。”苏怀民说，以后

要定期公布积分情况，谁积极参与，
谁拖后腿，让全村人知道，对积分高
的群众，大张旗鼓进行奖励。

信用积分“换”来美丽乡村

4月12日，在茌平区贾寨镇官张工业园海森华宠（山东）宠物用品有限公司，贾寨镇统战委员宋玮（左）正在了解企业产品生产销售情况和遇到的困难，收集企业对优
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和建议，贴心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助力镇域企业高质量发展。 ■ 赵玉国

受表彰村民在领取奖品受表彰村民在领取奖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