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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桐 郭洪广

“镇上的干部帮俺找到工作，在家
门口上班，俺更得好好干，以后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4月10日一早，高唐县固
河镇大陈村脱贫户赵长杰吃过早饭，
便骑上电动车，赶往附近的聊城和美
食品有限公司上班。

几年前，赵长杰因患病花光家中
积蓄，家庭陷入困境。镇村干部获悉
此事，立即将赵长杰纳入重点监测对
象，并进行精准帮扶，让其享受“两不
愁三保障”政策。在镇干部的帮扶下，
赵长杰逐渐恢复劳动能力，2020 年 12
月进入聊城和美食品有限公司工作。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赵长杰的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赵长杰一家的生活转变，只是固
河镇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缩影。去年以来，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固河镇组

织镇村党员干部、网格员深入开展入
户走访活动。

固河镇党员干部深入农户家中查
看帮扶手册，及时更正更新联络方式
及家庭成员信息，核对帮扶措施，比对
手册及农户实际享受帮扶政策，确保
政策应享尽享，落实到位。核实帮扶
成效，确保“两不愁三保障一安全”落
到实处。

针对因病、因残致贫的群众，该镇
着重宣传医保政策，细致讲解报销流
程；对于有劳动能力的群众详细介绍
产业、就业帮扶政策，该镇积极提供务
工信息，联系务工单位，推动脱贫户务
工就业。

帮扶干部按照问题和建议分设
台账，精细梳理共性需求和普遍性问
题、亟待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建立整
改清单，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分工、时
间节点，真正做到“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现群众微心愿”。

脱贫户的日子越过越甜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文霄 吴晶
晶） 临清市松林镇借力电商产业孵
化园基地，通过实施“巾帼电商”，形
成以史晓雨为代表的一批网红妇女
代表，促进当地妇女创业创新。

这些“巾帼电商”利用自己在外
学到的电商销售知识，通过妇联组
织平台，把松林镇在家待业的妇女
们组织起来，为她们详细讲授农产
品电商营销思路与模式、直播带货
应用基础、直播带货操作要点等相

关业务知识及注意事项，培训出一
批以新媒体运营为致富门路的创业
女强人、女能人。

这种创新项目的开展，不仅教
会了广大农村妇女直播销售技能和
创业致富本领，更提高了家具产业
的销量，推动了松林镇电商产业不
断做大做强，达到互惠共赢。目前，
该镇有 300 余名妇女从事家具和特
色农副产品网络销售。

松林镇

“巾帼电商”助推创业创新

■ 本报通讯员 于鑫

“活了大半辈子，没想到自己也
能住上楼房。”几天来，在高唐县梁
村镇亚庄村，很多老人都在争相议
论“上楼”这件喜事。

“我村共64户居民，目前已经全
部签订了搬迁协议书，开始陆续迁
入楼房。”亚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明利
说，“我村拆迁平整后的土地将进行
全部托管，托管获得的村集体收入
将用作物业保障及后期服务工作。”

在北亚村盎然庭苑项目搬迁指
挥部，该镇工作人员许庆华一直与

亚庄村干部共同协调群众有序进行
搬迁登记，并为积极登记的群众发
放液晶电视机。

“还是楼房住着舒服，干净卫
生，还有电梯。”说起“上楼”的好处，
村民的脸上笑开了花。

“目前，北亚村的搬迁程序正有
序进行，预计再有一周时间即可实
现全部入住。”许庆华介绍。

“我们要发挥物业管理作用，为
群众上楼服好务，确保群众住得舒
心、安心。”梁村镇党委书记董大震
在新入住群众家中走访时表示。

村民搬新楼

■ 本报记者 岳耀军

笔直的胡同，成排的海棠树，宽敞
的广场，即将落成的乐水园……走进
茌平区博平镇赫庄村，一幅欣欣向荣、
和谐宜居的乡村美丽画卷呈现在面
前。

谁能想到，两年之前，赫庄村还是
一个软弱涣散“落后村”。

“两年前，在全镇村级综合考核
中，我们村经常排名倒数，村班子队伍
涣散，村集体收入也没有。”4月12日，
赫庄村党支部书记赫明磊回忆。

赫庄要发展，必须改变村庄脏乱
差的现象，提振村民的精气神。赫明
磊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理村内的
老旧危房。

“这些危房多是闲置土坯房，既有
安全隐患，还影响村容村貌，拆除后用
砖垒起院墙，户主可种菜、种树，将土
地复垦利用起来。”赫明磊说。

第二个大动作是收回村集体闲置
土地，盘活闲置资产。当时，村里的闲
置土地几乎被村民占用,且不缴承包
费。赫明磊带领村干部依法将其回
收，平整之后再承包出去，仅此一项，
村集体就增收11万元。

赫庄村原来的村委会办公室位置
偏僻，房屋老旧。“通过招标，原来的村
委会办公场所被拍卖了13万元，变成
了党群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广
场。”赫明磊说。

村里有些胡同又窄又弯，赫明磊
带领村干部将其拓宽取直，变成了一

条条笔直的畅通路。
两年来，赫庄村清理了30余处危

旧房，新建、翻建了5条道路，治理了多
个坑塘，栽种了海棠、月季等植物，建
设了3个广场……

2020 年，赫庄村创办了第一个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联鑫农业种植专
业合作社。2021年8月，赫庄村又与华
鲁制药有限公司合作，实施乡村振兴
土地流转项目，进一步激活村集体经
济。

赫庄村变美了，村集体有了收
入，村民获得感增强了。2021 年中秋
节和春节，赫庄村向全村75周岁以上
老人、60 周岁以上老党员发放了米、
面、油等慰问品。这是赫庄有史以来
第一次。

“以前村里的路不好走，现在新修
了路，这两年村里的变化可大了。”78
岁的赫庄村民赫庆一感叹道。

赫庄村的变化，村民看在眼里、甜
在心间。赫明磊何曾忘记，拆危房垒
院墙时，他挨家挨户苦口婆心地劝导
村民；收回村集体土地时，他对村民讲
政策讲道理，几乎磨破了嘴皮；村民的
阻挠、亲人的不理解、工作压力大，他
连续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目前，水利部门正在赫庄村口的
二干渠河岸建设一个水乐园，今年“五
一”前将建成，届时村民可以在这里纳
凉、健身。另外，村南一条东西大街正
在动工建设……等待赫庄的，还有更
加美好的明天。

一个“落后村”的美丽蜕变

本报讯 （记者 薛蓓蓓 通讯
员 胡善珊） 四合生态园项目、四新
河水厂项目、卢卡庄园二期……4月
12 日上午，开发区蒋官屯街道组织
人员到重点项目现场办公，了解项
目进展情况，协调解决项目推进存
在的问题，逐个逐项确定责任单位、
推进措施、解决时限。

项目是发展的牛鼻子，蒋官屯
街道牢固树立“抓发展是硬道理、抓
项目是真功夫”的理念，坚持项目为
王、项目为大、项目为重，深入一线、
加码攻坚，力促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确保项目尽快从图板走向地面，从

规划变成现实，切实增强街道发展
的内生动力。

该街道按照既定目标任务要
求，抢抓施工期限，严卡工程节点，
集中人力、物力，全力以赴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
按时完成；着力打造精品工程、民生
工程，严格按照施工方案和设计图
纸建设，严把工程技术关、质量关、
监理关，确保每个工程细节做细、做
实、做好；始终绷紧安全弦，层层落
实安全责任，切实加强施工现场管
理，坚决消除场地施工安全隐患，确
保安全施工、环保施工。

蒋官屯街道

一线办公解难题

■ 本 报 记 者 苑莘
本报通讯员 陈小雨

4月16日一早，东鲁街道郭王庄
村第一书记周成琦和村党支部书记
王允亮，来到大棚旁，查看刚种下不
久的生姜。清晨的阳光照在崭新的
大棚膜上，折射出春天的暖意。

过去一段时间，二人带领工人
和合作社社员搭棚种植、浇水灌溉，
种下了近 60 亩生姜。“生姜种植很
累，但收益可观。今年我们在钢棚
和竹棚内进行种植，如果投入和收

益的比例理想，明年就扩大种植范
围，让老百姓有实实在在的收益。”
周成琦说，由于生姜大棚较为低矮，
大家需要猫着腰劳作。

2021 年，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经过和村“两委”干部多次商议
决定，以生姜种植产业作为发展重
点。现合作社里有村集体入股5 万
元，参股的21户42名村民中，8户村
民以资金入股共计50万元，13户村
民以土地入股共计53亩。

选择从来没有种过的生姜，合
作社是有信心的。郭王庄村曾多次

组织干部、村民代表去潍坊生姜种
植基地进行实地学习和考察，之后
邀请县农业农村局对村内土壤 pH
值和水的盐碱量进行检测，并到临
近的东昌府区沙镇镇范庄村、莘县
徐庄镇八里庄村实地查看生姜种植
情况。通过考察、土壤检测等，郭王
庄村“两委”干部认为，本村适合种
植生姜。

由此，合作社开始了大刀阔斧的
生姜种植。为保证成效，合作社邀请
专家进行全程指导。从买姜种、生姜
芽到种植，大伙儿边学边干。4 月

初，合作社成员开始正式种姜，打
垄、挖姜沟、施肥、埋姜、覆膜，各项工
作一丝不苟。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为村民提供种植、管理、储藏等环
节的技术指导，郭王庄村“两委”充分
调动起村民生姜种植的积极性。

“郭王庄村有600多口人，900余
亩耕地，村内土地分散种植，没有形
成规模化经营，村集体经济薄弱。
希望这次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种植
生姜，为郭王庄村集体经济增收打
出一片天。”周成琦对一个个生姜棚
抱有很大期望。

生姜棚里春意浓

至农事忙

4月20日，在高新区许营镇山东茁壮农信云科技有限公司的小番茄研发繁育
种植基地，种植户正忙着为小番茄牵苗。该公司创新发展模式，采用“家庭农场模
式”与农户合作，通过签订订单种植收购合同，带动周边农户致富。

■ 商景豪 吴建正

4月19日，茌平区贾寨镇邢胡刘村农民在田间收大葱。邢胡刘村村民刘景华种植的18亩大葱喜获丰收，预计收
入在18万元左右。4月20日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聊城市各地进入农忙季节，村民抢抓农时开展春耕备耕、采
收、管理等农事生产，田间一派忙碌景象。 ■ 赵玉国 贾俊杰

■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王莉

4 月 15 日，推开东阿县姚寨镇
西庙村宏兴家庭农场的大门，现代
农业的气息扑面而来。6 座大棚一
字排开，最北面的大棚内，樱桃树
上一颗颗果实惹人怜爱，樱桃树下
一颗颗白草莓晶莹剔透，让人馋涎
欲滴。

“我去年开始尝试这种立体化
的种植方式，效果看起来不错。”农
场主张宏兴说，樱桃树下种草莓，可
以充分利用空间。

张宏兴，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非
常精干，说起家庭农场如数家珍。

大学毕业后，张宏兴先后在威
海和天津工作。工作之余，他时刻
关注家乡的发展。了解到国家对农
业的多项扶持政策后，他毅然辞职
回村创业。“大学生不在大城市扎
根，为啥还要回村？”“大学生种地没
出息。”对此他没有理会，而是积极
给家人做思想工作，讲政策、谈未
来，引导他们了解现代农业的发展
前景。

“我家人当时并不支持我们，特
别是回村工作，但我相信我们俩的
选择是正确的。”来自济宁的妻子王
燕娇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虽然最终获得了家人的支持，
但张宏兴的创业路充满坎坷。资金

困难，他们申请贷款；技术不成熟，
他们外出“取经”，困难没有阻碍农
村娃的追梦路。

在考察过程中，他发现反季节
油桃、樱桃不仅便于管理，还节省
人工，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他便
学着怎么修剪枝条，如何施肥、驱
虫……慢慢地，他探索出了一条“一
年四季有活干，一年四季有钱赚”的
经营模式。目前，宏兴农场种植了
油桃、草莓、樱桃，还有散养的大
鹅。“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来采摘
的游客很多。在这里，游客不仅能
品尝到生态绿色的农产品，还能感
受乡村之美。”张宏兴说。

从 2017 年农场建成至今，张宏

兴已经投资了80万元，如今尚有20
万元的贷款尚未还清。“今年再干一
年，就能把贷款还上了。”张宏兴说，

“我计划再流转80亩土地，新建两座
大棚，自己育苗，带动更多村民加入
进来。”

“大学生种地就是不一样。”对
张 宏 兴 的 表 现 ，村 民 看 在 眼 里 。
2019 年，张宏兴向党组织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去年，他被推选为村民
理事会理事长。“农村天地，大有可
为。创业时，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让我渡过了难关，我要认真听党的
话，为村民多干事、干好事。”张宏兴
说。

“大学生种地就是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