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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政哲

4月11日一大早，一辆辆卡车缓
缓驶入度假区于集镇众合新村，车上
装的是由聊城厚德有限公司统一购
买的海棠树和苹果树。在村口等候
已久的村民纷纷围过来，卸下树木。
在一派热闹的气氛中，“让绿色成为
美丽乡村的底色”捐树栽植活动正式
拉开序幕。

“为了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
果，提高村庄绿化率，我们在先期调
研、试点种植的基础上，决定出资购
买 1000 余棵成长 3 年以上的海棠树
和苹果树，捐赠给众合新村，并通过

义务植树，将其种植在众合新村街道
两侧、房前屋后和闲散宅基地上。”聊
城厚德有限公司开发管理部部长崔
宁岗介绍。

这批苹果树栽种一年后即可挂
果，预计每棵可收益100余元，3年后
进入丰产期，每棵收益300余元。这
些树产权归村集体，收益归农户。

“一定要抓紧时间移栽树木、浇
水，不能耽搁，浇三遍水……”在农业
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干部群众挥舞着
铁锨给树木填土，用水桶给树木浇
水，用扫把清理路边的垃圾，干得热
火朝天。

一棵棵如手臂般粗的树木栽下，

村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这些树
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而且来年就可以
挂果，我可得好好打理。”村民刘秀琴
说，这次捐树栽植活动多亏了杜书
记。

刘秀琴所说的杜书记名叫杜辉，
是聊城厚德有限公司驻村第一书
记。去年11月，杜辉驻村后，结合村
庄实际，提前谋划，多方动员、协调，
并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号召村民做生
态环境建设的实践者、推动者，让乡
村生态环境更加美好。“人居环境整
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只有环境
美了、生活好了，群众心里才踏实，生
活才更有奔头儿。”杜辉说。

“我们采取责任到户、收益归户
等措施，由各家各户负责栽培、浇水、
剪枝等日常维护管理。”该村党总支
书记高兴军说。

经过一上午的辛勤劳动，1000余
棵树木全部“安家落户”。放眼望去，
一排排树木迎风而立，在明媚的春光
中展现出勃勃生机。

“我们种的不只是树，更是绿色
的希望。”于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温
延峰说，此次植树活动，激发了群众
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形成了全民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
良好氛围。

企业捐赠“富民树”

本报讯 （通讯员 金增秀 祝万
田）“这是从外地返回人员的报备统
计表，这是我们全体村民的花名册，这
10户由我负责。”4月9日，开发区北城
街道东鲁村“户长”鲁存国指着手机上
的管理清单向笔者介绍，每天，他要随
时把最新防疫要求和风险地区变动情
况传达到每一户，提醒大家早报备、早
隔离、早检测、少外出、少聚集，出门戴
好口罩。

北城街道充分发挥群防群控体系
作用，创新推行“十户一长”网格化防
控工作机制，各村按照 10 户 1 单元构
建联防联控“微网格”。辖区内像鲁存

国这样的“户长”共有930名，成为基层
开展健康宣传、信息报送、环境消毒、
地毯式排查等防控工作的主力军。该
街道划分“微网格”的同时，建立了工
作微信群，上线“返乡人员报备登记”
小程序，进一步提升管理效能。北城
街道自4月份推行该机制以来，辖区48
个网格村9258户居民全部纳入了实时
监管范围，现已排查流动人口4542人、
返乡人员275人，均分类别按要求落实
了管控措施。

“以前，村里的防控工作主要由志
愿者承担，他们对各户的实际情况不
熟悉，存在沟通不顺畅、排查不彻底

等问题，现在的‘户长’，全部由具有
良好群众基础的村干部、党员、群众
代表担任，收集动态信息更全面、传
达政策知识更快速、执行工作任务更
到位。”东鲁村党支部书记鲁善忠
说。“‘户长’每天都来询问村民健康
状况、外出计划、个人需求，解释政策
很详细，大家的防护意识也提高了。”
村民陈盼盼说。

借鉴“党员联系户”模式，该街道
在推出“十户一长”制的同时，还推出
了“一企一长”制：辖区内每个企业明
确一名疫情防控“企业长”，由企业主
要负责人担任。街道按照同类、就近

原则划片，指派一名帮包责任人，常态

化督导企业落实防控措施。目前，该

街道共设置“企业长”162名，指派帮包

干部29名。

“通过建立责任到人、联系到户到

企业的‘微网格’，形成了‘办事处—

社区—村—户长’‘办事处—部门—企

业’联防联控管理体系，激活了基层防

疫‘神经末梢’。”北城街道党工委书记

杨正阳说，从机制运行情况来看，做到

了政策传达和信息报送的无缝对接，

实现了全域防疫无死角、全覆盖。

北城街道

基层“微网格”防疫作用大

本报讯 （刘桐 王保文）“以

前，许多农产品因为不能及时售出

而不得不廉价出售。近两年来，我

们创办了‘印象三十里’电子商务公

司，让家乡的很多农产品通过电商

平台畅销全国，并带动农产品加工

企业迅速兴起。”4月5日，在高唐县

三十里铺镇三十里铺村村南新建的

食品加工厂，三十里铺村党支部书

记杜文忠说。

三十里铺镇通过品牌运作、拓展

销售渠道、完善售后服务，大力推广

“互联网+农业”，形成了一个产业振

兴、农民增收的新模式，让农产品营

销的“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

在乡村振兴道路上，该镇以“互

联网+农业”模式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2019年秋，杜文忠创建“印象三

十里”电子商务公司及种植合作社，

以黑小麦、空心面、香油、蜂蜜等当

地特色农产品为主，利用“互联网+

农业”方式进行种植结构调整和线

上销售。村“两委”成员带头向合作

社注资、村民以土地等资源性资产

入股，并健全完善理事会、监事会制

度，实现了合作社安全、可靠、高效

运营。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三

十里铺村电商经济年收入达 200 万

元，村集体收入达 15 万元，新增空

心面、面包等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3

家，实现了电商、村集体、村民多方

受益。

有了网上市场，该镇的发展动

力更足了。三十里铺镇坚持生态和

农业并重，不断扩大无公害蔬菜和

有机果品种植面积，全镇农产品加

工企业达 100 多家，其中曲氏蜂蜜、

冠泉沙梨、宏发祥小磨香油等久负

盛名。该镇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

品，推广农产品品牌，如今，全镇绿

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达22种，建立

蔬菜温室大棚124座，无公害果蔬种

植面积达 9000 亩，“聚德鑫”等农产

品品牌越来越响亮。

三十里铺镇

农业乘上互联网快车

■ 刘桐 郭洪广

春来添绿正当时。连日来，高唐
县固河镇花木市场上绿化类、经济类
等花木销售红火，广大干部群众忙着
选购花木，为庭院增色，为绿化助力。

3月30日上午，记者在该镇固河
村集市上看到，近百米的街道两旁摆
满了各种规格的苗木和花卉植物，有
银杏、海棠、冬青、银柳等景观花木，
有桃、梨、杏、石榴、葡萄等经济类果
树，还有一捆捆的杨树。村民一边仔
细询问种植方法、苗木价格，一边选
购自己需要的苗木品种，忙得不亦乐
乎。

“两盆70元，不贵。”买了两盆茶

花的刘菜园村村民崔言文说，“过去，
农村院子里种杨树、榆树等树木，为
的是实用，现在老百姓有钱了，生活
品质也上去了，院子里开始种桂花、
银杏等景观树。”

“一棵杏树、两棵苹果树，40元钱
卖吗？”“我要那棵大的柿子树，50元
吧！”……在另一摊位前，几位村民在
讨价还价。已经成交的黄元子村村
民李桂欣满意地告诉记者，她花 40
元买了3棵不同的果树，准备种在院
子里，既能美化环境，还能吃上果实，
经济实惠。

“今年树的价格还可以，是个丰
收季。”张桃村苗木种植大户马善龙
说起今年的苗木生意，心里乐开了

花。据他介绍，他培育苗木已经有20
多年，前些年主要是卖杨树苗。近年
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
观念的改变，他开始调整种植结构，
由培育单一的杨树苗到培育桃、柿
子、苹果等果树。每年春季，他都到
周边的几个集市上销售树苗。一亩
地树苗收入近万元，相比种植传统作
物，多收入近 10 倍。“固河老百姓历
来就有植树造林的传统，春节过后，
前来购买苗木的村民络绎不绝，今年
大多数人都购买经济类苗木，既能绿
化，还有一定的经济效益。”马善龙
说。

据了解，开春以来，固河镇各村
庄相继开展了植树造林活动。全镇

共动用挖掘机 4 台，发动群众 3000
多人，在李太路、窦姜路沿线栽植树
木 2.4 万株，在村中主干道栽植国
槐、银杏、法桐等各类乔木 6000 余
株，在地头、沟渠、坑塘、庭院四周多
栽树、栽好树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
的自觉行动。“近年来，固河镇始终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全力打造‘公园式’新农村，将植
树绿化、种草种花作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举措
来抓，倡导‘村村栽树、户户栽花’，
为打造‘家在林中、人在花中’的生
态宜居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固河
镇党委书记赵伟说。

乡村大集购苗忙

本报讯（通讯员 李明珍） 4月
6日，阳谷县阎楼镇按照“应检尽检、
愿检尽检”原则，在各自然村、企业、
镇驻地开展了全民核酸检测，快速精
准阻断病毒传播链条，全力以赴遏制
疫情。

核酸检测工作启动以来，阎楼镇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利
用各村微信群、广播、流动宣传车等，
通知群众到指定地点进行核酸检测，
同时做好检测流程的线上培训，确保
人人知晓、人人参与。

为确保工作高效有序开展，阎楼
镇在各自然村、企业、镇驻地共设置
23个核酸检测采样点。每一个站点
由一名科级干部负责，辖区民警、机
关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者在做好自身防护前提下，
积极参与核酸检测工作。他们引导
广大群众保持“一米线”安全距离，指
导群众操作生成个人核酸检测二维
码，协助群众依次测温、登记、采样。

各采样点对照村民台账，对于未
进行采样的人员通过入户走访、广播
通知、电话联系等方式逐一核实情
况，精确掌握信息。为方便患病和行
动不便的村民采样，村干部陪同医护
人员深入村民家中进行采样。

阎楼镇将继续加强公共场所封
闭管理，加强环境消杀，完善疫情防
控应急预案，持续开展重点人群扩
面核酸检测，确保辖区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阎楼镇

开展全民核酸检测

本报讯（通讯员 孔令楠）“真
不知道‘学习强国’这么好哩，里面关
于种地、施肥的视频一看就明白。我
不识字也能学好多知识。”3月30日，
阳谷县阿城镇温碾村的王贵环，在志
愿者手把手地引导下，学会了使用

“学习强国”App，其中，“农民丰收”
频道的各种农业知识视频，让王贵环
大开眼界。

进入3月份以来，阿城镇组建了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使用志愿
者服务队，与农业技术指导员们一
起，来到辖区各村的田间地头、蔬菜
大棚，开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
使用及蔬菜种植技术指导活动。志
愿者向村民普及“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的使用方法，调动群众上线学习的

积极性。
志愿者向村民发放了宣传页，并

帮助下载注册“学习强国”App。同
时，对“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功能操
作、各栏目的特色及主要内容向村民
进行了详细讲解。许多群众表示，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学习知识、助
农丰收的好媒介，要好好利用。

“阿城镇将继续加大‘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的宣传推广力度，同时，结
合理论宣讲、志愿服务、文化活动等
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持续开展
线下推广活动，引导鼓励群众积极下
载注册，利用学习平台在线学知识、
学本领，让‘学习强国’成为农民群众
的移动学习‘充电站’。”阿城镇党委
书记董典政说。

阿城镇

助推“学习强国”扎根农村

4月12日，在茌平区振兴街道御路社区的羊肚菌葡萄复合种植大棚内，村民在收获羊肚菌。
2021年省委选派“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队振兴小队为御路社区投资100万元，建设羊肚菌葡萄复合种植大棚4座，占地面积15亩，其中

棚内面积13.6亩。作为御路社区固定资产，这些大棚依托茌平区后吴居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管理，实现资产变股权，土地租金变股金，同时带动
周边群众近50人就业，实现社区、村集体、群众增收，实现三方共赢。 ■ 商景豪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通讯员 袁菁菁 倪群力） 4
月12日，记者来到位于临清市青年路街道西贾庄村的香
椿种植基地，只见一丛丛嫩芽红绿相间、密密匝匝，空气
中弥漫着一股香椿树特有的香气。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
香椿芽。由于产品新鲜、无公害，西贾庄村种植的香椿芽
年年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最贵的时候一斤能卖到二三十
元钱。

实现乡村振兴，组织振兴是保障，产业振兴是重点。西
贾庄村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通过党支部引领，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走出了一
条党建带动特色产业发展，进而助推乡村振兴、村民增收致
富的路径。

西贾庄村隶属青年路街道十里坞联合新村，地处黄
河故道，拥有 2000 多亩沙土地，不适宜发展传统种植业。
如何在沙土地里淘出“金疙瘩”成为西贾庄村党支部一班
人认真考虑的问题。经过研究考察，并在广泛征求村民
意见的基础上，村党委决定在原有香椿树的基础上继续
扩大种植面积，实施精细化管理。同时，村党委带领村民
发展红薯、花生等特色作物，通过“企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模式，形成红薯、花生特色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
发展。

“乡村振兴主要还是要靠产业，我们村充分发挥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立足本村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植业，
努力壮大村集体收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助推乡村全面
振兴。”西贾庄村党支部书记王法军说。

西贾庄党村支部引领产业发展是青年路街道抓党建、
促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青年路街道不断加强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农村党组织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
得到很大提升，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同时，该街道因地制宜探索实
施党支部引领产业发展，优化整合连片资源，促进规模经营，形成区域性苗木种植
特色产业、高筋小麦种植产业、渔光互补项目、蔬菜种植产业等，筑牢了乡村振兴
的产业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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