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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欣欣 张秀秀

“以前我们村这两个坑塘，全是
垃圾、荒草，破烂不堪，通过美丽坑塘
整治，现在是东边鱼、西边藕，不仅环
境变好了，每年还能给村集体带来约
1.5 万元的收入。”4 月 10 日傍晚，吃
过晚饭，东阿县牛角店镇红布刘村村
民刘远廷来到村东头池塘边散步。

“和村民们一起聊聊天，仿佛一
整天的疲惫都消散了。”刘远廷说。
路灯下，池塘里波光粼粼，惬意悠然。

为让坑塘再现昔日“芳华”，红布

刘村多方筹集资金，清除垃圾杂物、
修整岸坡、安装防护栏杆、蓄水种植
荷花，塘内还建造了景观小品，让昔
日的废旧坑塘焕然一新。

“以前，人人躲着走的臭水坑，如
今已变成村里最聚人气的地方。大
人孩子来这观赏游玩，心情十分高
兴。记忆里的坑塘又回来了。”村民
刘善富说。

农村随处可见的废旧坑塘，承载
着很多人的乡土记忆，如今却成了乡
村发展的“拦路虎”和“绊脚石”。如
何摆脱“反弹—再治理—再反弹”的

怪圈？2020 年以来，牛角店镇以全
域文明创建理念，实施了包括坑塘水
库修复在内的人居环境整治重点工
程，红布刘村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山东省 7 大优质水源地之
一，牛角店镇肩负着水源地保护区重
任，持续聚焦人居环境治理，扎实开
展废旧坑塘整治，科学实施“一坑一
策、一塘一题”，探索出“宜鱼则鱼，宜
藕则藕”的坑塘利用新模式。如今，
黄河鲤鱼养殖、优质莲藕及果品种植
相映生辉，新坑塘经济蓬勃发展，一
个个废旧坑塘变成了金窝窝和聚宝

盆，一幅幅绿色、生态、文明、美丽的
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

牛角店镇深入贯彻生态保护理
念，紧抓美丽乡村建设。从改造提升
镇府前街及中心河，实现镇区绿化全
覆盖，到对村庄“脏、乱、差、丑、危、
污”进行专项整治；从加快推进污水
处理厂建设，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
板，到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韵“最美
生态村庄”，通过乡村治理，牛角店镇
持续提升群众生活水平，奋力绘就美
丽乡村新画卷。

记忆中的池塘又回来了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 通讯员
翟柳）4月12日，走进东昌府区张炉
集镇李双阵村扶贫大棚内，黄瓜的清
香味道扑面而来，黄瓜个个顶花，煞
是喜人。

“今年黄瓜成熟期正值疫情防控
关键期，大车进不来，销售成了问
题。镇乡村振兴部门的工作人员得
知后，帮我销售了 2000 多斤。”扶贫
大棚的承包户李顺一心情十分激动。

“李双阵村的扶贫大棚年收益
1.5万元，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又带
动了本村 37 名脱贫群众增收，有力
地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张炉集镇
党委书记张晓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像这样的产业扶贫项目张炉集镇共
有 12 个，年收益可达 41.28 万元，带
动了全镇47个自然村增加了村集体

收入，助力全镇437户脱贫群众实现
增收。

为了全面掌握产业扶贫项目的
运营情况，张炉集镇实行科级干部帮
包制度，每个项目由1名科级干部进
行帮包，从运营维护到收益收取分
配，科级干部全程参与。每个项目都
建立了台账，帮包者对项目存在的问
题及时进行处置反馈，进一步加大对
存量项目监管力度，确保存量项目长
效稳定发展。

“我们镇的乡村振兴部门每月开
展两次现场巡查，便于对项目运营情
况进行监督，密切关注项目的经营管
理、经济效益、经营风险等状况。对
经营中出现的困难、问题，在合理范
围内最大限度地给予帮助协调解
决。”张晓辉说。

张炉集镇

消费帮扶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本报讯（通讯员 李成新）“朱
施董村面积大，闲置空地多，为盘活
闲置资源，我们镇村联动，经过多次
商议，对村内闲置空地进行重新规
划，打造了4处村内‘口袋花园’，既
满足了村民娱乐需求，又实现了开窗
见花园的愿望。”4月12日，阳谷县高
庙王镇党委副书记俞丽娟介绍。

近年来，高庙王镇党委、政府深
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精细
化、特色化，以村庄“口袋花园”为切
入点，在朱施董村开展试点工作。该
镇“口袋花园”集娱乐性和公益性于
一体，从规划到建设，坚持人民利益
至上，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
上，开发村内公益性岗位，吸纳困难
群众作为花园的维护者，增加了困难
群众收入。

高庙王镇

“口袋花园”扮靓乡村

本报讯（刘桐）“以前查看村里
财务得跑到办公室。现在村里有什
么项目，钱花在哪里了，收入多少，一
扫码就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的心里
也有数了。”4月11日，高唐县清平镇
王贵庄村村民韩金芳用手机扫了村
里公示栏上的二维码后，便看到了村
里3月份的村级财务状况。

韩金芳所说的二维码是“清平镇
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二维码”。
今年以来，清平镇着力打造“阳光村
务”，由镇经管站牵头，除每月安排村

级在村公示栏公示村集体收支情况
外，还创新公开方式，将每月村集体
收支情况生成表格，定期在微信公众
号上公示。村民只需扫描二维码，关
注微信公众号，点击相应栏目，即可
查看本月财务收支情况。

清平镇村级财务公开新模式让
干部做“阳光事”，群众做“明白人”，
切实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管理权，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实
现了村民与村务零距接触。

清平镇

村级财务“码”上看

本报讯 （记者 王军豪 通讯员
张莉）4月12日，茌平区博平镇谭西村
田间，两台大型播种机间作作业。“一
台种玉米，一台种大豆，互不干扰，工
作效率高。”种粮大户谭孟亮说，这种
种植模式，玉米不减产，每茬还能多收
一季大豆，增收200元左右。

谭孟亮说的是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机械化技术。日前，茌平区专
门就此项技术的推广进行部署。“积
极探索玉米大豆兼容发展、协调发展
模式，全力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
汉说。

一直以来，大豆和玉米存在相互
争地的矛盾。按作物生长规律，玉米
和大豆两者的种植区域和季节基本一
致，种玉米就会使大豆减产、种大豆就
会使玉米减产。同一块地怎么才能做
到鱼与熊掌兼得？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技术就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
题。带状复合种植不遮蔽光线，既满
足了大豆玉米的生长需要，又解决了
二者的争地之困。“现在种的玉米和大

豆7月份可以收割，收割完后接着又可
以种一茬玉米和大豆，这样算来，一亩
地能当两亩用，实现了‘玉米不减产、
增收一季豆’。”李泽汉说。

为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茌
平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农户、田间地
头，全面摸清当前撂荒耕地底数。该
区结合本地气候特征、土壤特点和种
植传统，以及种植大户、合作社经营、
机械化耕种等优势，“切”准撂荒地治
理和土地流转突破口，鼓励农户流转
土地经营权。谭孟亮就是土地流转的

受益者之一。
为解决农产品销售渠道窄的问

题，茌平区从品种选择到品牌打造、产
品销售、延伸产业链等方面进一步做
足文章，确保农产品销售不受阻，让农
业有甜头、有盼头、有奔头，让农民增
收致富。

目前，茌平区 1 万亩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任务已细化分解落实到
实施主体，春播春种有序进行，夏播
备种工作已完成，播种机具改装引进
正紧锣密鼓地推进。

玉米不减产 增收一季豆

茌平打造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

■ 路子强

当前正值蔬菜生长旺季，到处可
见农技员在田间地头指导农事的身
影，笔者由此想到陪同高级农艺师杜
立芝下乡的事。杜立芝的“土味”着
装让笔者印象深刻。

一次连续降雨天之后，高唐县赵
寨子镇一蔬菜大棚种植户给杜立芝
打电话，反映部分大棚有进水现象，
芸豆和西瓜出现病虫害。杜立芝前
往指导，笔者也前去采访。当时杜立

芝上身穿一件薄毛衣，毛衣分上下两
色，上半部浅黄色，下半部浅灰色；裤
子上膝盖部分似乎因经常深蹲而有
些松垮；最“土”的是那双鞋，帆布料
的，脚面上还有一道宽宽的松紧带，
类似小学生学习跳舞穿的鞋。蔬菜
大棚的进出通道都是土墙围成的，且
往往细长而矮，需要猫着腰。杜立芝
进去后，胳膊肘上就沾了不少土。如
果不是种植户围着杜立芝问这问那，
恐怕谁也不会想到她就是党的十八
大和十九大代表、高唐县农业局副局

长。杜立芝常年不敢关手机，也不舍
得关手机，深受百姓喜爱，我想这与
她的“土味”不无关系。

笔者在采访中也听到群众反映，
有些农技员“太不接地气”的话：“皮
鞋锃亮，趴在棚边掀开一块塑料布往
里看看就拉倒”“手抄在西装里，高高
在上”“百姓给他一杯水，嫌脏不
喝”……如此等等，嫌百姓“土”，自然
会伤群众的心。

当前，正是推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

的关键时期，各级各部门向广大农
村选派了乡村振兴帮扶队、第一书
记、大学生村官、党建服务队等各类
人员，目的就是提速乡村振兴。党
委、政府对这些人员寄予了厚望，他
们的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笔者真
切希望，农技员们下乡时，不妨多穿
穿布鞋、多喝百姓一口水、多坐坐百
姓家的床头、多与群众握一握手。
总之，要多一些“土味”，少一些“官
味”。

农技员不妨多些“土味”

4月13日，在阳
谷县寿张镇蒋海村党
支部领办的扶贫养殖
示范基地，工人在分
拣管理水蛭。近年
来，该镇通过“党支
部+合作社+党员示
范服务+脱贫户”模
式，引导农民积极发
展特色养殖业，形成
集种苗繁育、养殖、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产
业链，助推乡村振
兴。

■ 陈清林 李贵波

4月14日，在茌平区乐平铺镇孙元村种植基地，孙晓光正在剪下一串串藤稔
葡萄。藤稔葡萄具有汁多味甜、色泽纯正、颗粒饱满的优点。乐平铺镇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促进合作社发展，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 刘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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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桐 郭洪广

“两年没回家，没想到咱村的变
化真大。”4月7日，在威海经商的高
唐县固河镇刘菜园村村民李文录对
家乡的巨大变化深有感触。

“以前咱们村的环境可以说是
‘一塌糊涂’，如今，水泥路修到家门
口，路两旁安装了路灯，家家户户用
上了自来水和水冲式厕所。村民出
门就是小游园，推窗就能见风景。不
仅村里干净整洁，各家各户也窗明几
净。”正往垃圾桶里倾倒生活垃圾的
保洁员李汉信笑着对李文录说。

刘菜园村曾经是一个贫困村，仅
有一条长400米、宽4米的街道，坑洼
不平，每逢雨水天气，村民出入困难；
村里原有一处垃圾坑，到了夏天，臭
气熏天，蚊蝇乱飞。新一届村“两委”
班子上任后，为村民办实事，使村子
有了新模样。2019 年，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村“两委”申请资金，修建了
一条长 1600 多米的环村路。后来，
该村又对6条村街胡同进行硬化，家
家户户门前通了水泥路。去年，借助

“百日攻坚”环境整治行动，该村对3
处坑塘进行改造提升，拆除了4处破
旧房屋，街道两侧也安装了太阳能路

灯，种上了月季海棠等绿植花卉，还
为村民修建了文化广场。

如今，一排排红瓦白墙房屋整齐
有序，干净宽阔的水泥路旁绿树环
绕，昔日贴满墙壁的小广告不见了，
换成了一幅幅以中国梦、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传统美德等为主题的墙体
彩绘。广场边几位老人坐在马扎上，
沐浴着春日的阳光，聊着村里的变
化，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原来的垃圾坑改建成了小游
园，一年四季风景优美，俺村发展得
越来越好了。”刘菜园村73岁的老人
崔文珍感慨道。

“俺在镇工业园区上班，晚上就
和姐妹们到广场上跳舞，周六、周日
有时去农家书屋看书，有时在家里
上网，虽说俺这儿是农村，但日子过
得一点儿也不比城里差。”说起村里
近几年的变化，村民李淑兰一脸自
豪。

“我们计划引产业进村，增加村
集体收入，让刘菜园村早日奔小康，
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不断
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刘菜
园村党支部书记崔立山信心满满地
说。

刘菜园村的新变化
本报讯 （记者 林晨）“列出

‘问题’清单后，我意识到自己在工作
主动性上还有欠缺，这次我一定把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做好，不拖全镇
后腿。”4月13日，茌平区韩屯镇张营
新村党委书记刘桂兰表示。

刘桂兰所说的“问题”清单，便是
韩屯镇“强作风、勇担当、提效能”活
动中的重要内容。2月份以来，该镇
组织全体干部结合全面从严治党考
核中发现的问题、群众及服务对象反
映的问题等，全面查找工作中存在或
需要警惕的突出作风问题，共列出
338 个问题，并整理成清单。其中，
23个镇直部门自查问题53条，4个新
村党委及51个网格党支部共自查问
题 96 条，全镇机关干部个人自查问

题189条。据了解，“问题”清单上详
细列出了问题实例、整改目标、整改
措施、整改时限等。

“问题”清单全面推行以来，该镇
基层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满意度持续
提升，“问题”清单释放出的治理效能
初步显现。在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中，
广大干部发挥吃苦耐劳、不畏艰难、
勇担重任的精神，践行以人民中心的
思想，顺利完成各项任务；在农业生
产工作中，广大干部深入田间地头，
帮助群众做好农业生产工作。目前，
全镇小麦苗情整体较好；在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中，广大干部下沉一线、主
动作为，促进整体环境大幅度提升。

韩屯镇

“问题”清单释放治理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