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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欣欣

4月16日，正值周六，在东阿县铜城街道艾山村牡丹园，游
人如织。门口处，前来游玩的游客登记、扫描二维码，配合做好
体温检测，有序入园。

“这是今年第一批游客，比往年客流量还多一些，今年遇上
倒春寒，牡丹花开得相对晚一些。”东阿鲁森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刘先静说。虽然花开得较晚，但过几天会全部开
放，到时候园区会更加漂亮。

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笔者步入牡丹园，在阳光的照射下，
牡丹花争奇斗艳，惹得游客纷纷驻足欣赏，尽情享受着无限美
妙春光。

据了解，牡丹园是以油用牡丹立体种植模式为基础、以当
地特有的山水自然景观为载体、以农业科技研发为依托，打造
的集旅游观光、休闲养生、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多元化、高标准大
型现代化产业园区。

“与往年不同，今年牡丹园又增加了很多项目，像餐饮、游
乐区，游客可以在观赏牡丹的同时在这里吃上一顿物美价廉的
美味农家菜。”公司工作人员谭雪奇告诉笔者，营业第一天，北
门的农家菜馆就挤满了游客。

园区主要分为牡丹花观赏区、芍药花观赏区、海棠大道、油用牡丹种植基地、
果品采摘区、垂钓池、游乐区等7大区域，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服务。今
年，园区推出萌宠乐园，同时，新建黄河文化牡丹馆，以曹植文化、牡丹文化、黄河
文化为主题，展示了东阿旅游未来发展规划及东阿县各类旅游文化。

艾山风景区是进入东阿黄河国家森林公园的一个主要景点，也是鲁西地区少
有的集黄河、森林、牡丹、人文、自然景观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今年，东阿鲁
森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推出艾山鱼山联票40元惠民措施，以游艾山赏百亩牡丹花、
登鱼山诵曹植七步诗为主题，让游客感受牡丹文化、黄河文化、曹植文化，打造文
化休闲新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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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尹腾淑

一条宽 4 米的乡村道路穿村而
过，道路两旁的大棚里，绿油油的西
瓜秧间，黑黝黝的西瓜正在茁壮成
长……4月14日，在度假区李海务街
道顾庄村，行走在平坦的道路上，村
民李顺利心情愉悦，脚步轻快。

“这条路就是我们村的主干道，
也是我们去棚里干活儿的必经之
路。以前，这里都是土路，顶多 2 米
宽，路面坑坑洼洼，赶上下雨天更不
方便，年纪大的都不敢出门。”回忆起
之前的出行情况，李顺利仍然心有余

悸。他告诉记者，自从道路改造后，
家门口敞亮了许多，前来预购西瓜的
客户也多了起来。

一路通，百业兴。顾庄村是西瓜
种植特色村，但交通不便却成为产业
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

“我们村基本上家家户户种西
瓜。”看着眼前平坦宽敞的道路，顾庄
村党支部书记苗景全颇有感触地说，

“村民们多数种的是黑皮西瓜，个头
大。以前货车进不来，大家只能靠人
工背或者小车拉到大路边，费时又费
力。”

这条泥泞小路，一直是困扰顾庄

村村民的一块心病，也是前来开展驻

村服务的“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工作队蔡庄新村工作组最为关注

的难题之一。“顾庄村，是蔡庄新村下

辖自然村之一，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

弱，修一条硬化生产路是群众多年的

期盼。”工作组组长、度假区财政局副

局长满海萍坦言。

群众的事就是天大的事。工作

组进村后，随即开始实地调查，走访

群众。经过调研后，历时数月，工作

组积极争取派出单位的支持，争取

项目资金，精心组织实施，打通了共

计 731 米的“连心路”，将原本宽仅 2
米的泥泞小路改造提升为宽至 4 米
的平坦水泥路，不仅让村民们摆脱
了“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困
境，还打通了增收致富的“经络”。

泥泞小路变通途，最高兴的就是
村民了，“这下可好了，再有一个多
月，西瓜就要上市了，到时候就可以
直接在大棚门口装车了。工作组不
仅修好了生产路，也拓宽了顾庄村西
瓜的销路。”在自家的西瓜大棚里，李
顺利一边查看西瓜长势，一边开心地
畅想未来。

通往大棚的路修好了

■ 刘小希

虽然过了50余年，度假区于集镇
太平新村原村委委员周庆印、田友才、
周广波3人，仍记得入党时的情景。

“俺俩都是在 1970 年春天入的
党。”4月14日，周庆印和田友才不约而
同地说。

周广波入党比他们晚一年，他回
忆：“要先交入党申请书，具体内容记
不清了，但一直记着入党誓词：我志愿
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
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如今，周庆印已过杖朝之年，田友
才、周广波也年近80岁。不过，谈及自
己入党后的故事，这3名老党员立马打
开了话匣子。

“谁都知道，党员就是带头人。”周
庆印说，年轻时，他们几个都是白天干
活，晚上一块研究怎么抓生产、提产
量、搞建设，“那会儿我们常常一开会
就到后半夜，睡不多久又下地忙活，但
看着村里的‘粮袋子’慢慢鼓起来了，
就想着一个字：值！”

除了在生产上谋发展，他们也见
证着太平新村的时代变迁。

“1980年以来，我们村有过两回整
村搬迁，每一次都与‘沙’有关。”田友
才说。

这句话从何得来？
太平新村处在沉沙池中心，曾因

泥沙长期沉积，原来的红土地逐步变
为沙土地，“一天二两土，白天不够晚
上补”，成了当时村民生活的真实写

照，而防风治沙的任务，也压在了周庆
印、田友才、周广波这一代太平新村人
的肩头上。

具体怎么去做？
开始时，连同他们在内的村委成

员经过查询资料、研究探索，带领村民
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种起了围村林、
围田林，风沙漫天的状况有了初步改
善。2012 年，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周
脉义带领党员连片栽种防风阻沙林
带，通过植树造林实现封沙治沙。

“这一棵棵苗木，都是村民亲手种
下的。”田友才说，当初栽树时，大家常
常弄得满手木刺，有时候累得晚上回
家倒头就睡，“后来，虽然我们年纪大
了，仍愿为村子发展献计出力，早点带
着村里人跳出这个‘沙窝窝’。”

他们的愿望最终变成了现实。如
今，该村种植的林木及果木面积达到
村耕地面积的70%，既能防风固沙，又
促进了村庄发展。这些年，太平新村
村办公楼、卫生室和学校相继建成，林
下产业发展势头正盛，经济和旅游事
业实现“多点开花”，村民全部搬进了
二层楼房。

“眼看着我们村发展得越来越好
了。”谈及如今的发展景象，3名老党员
心中感慨万千。

对于他们而言，当初入党的动机
都非常简单，就是一心一意跟党走，带
领群众过上好日子。“如果村里有需
要，我们几个还会站出来，因为一次入
党，终生为党。”周广波说。

守望太平
——度假区于集镇太平新村老党员剪影

本报讯 （通讯员 张震） 4 月 20
日，阳谷县定水镇坡里村党员志愿者
耐心向村里的老人宣讲反电信诈骗知
识，并发放宣传资料，提醒老人不要轻
易向陌生人透露个人、家人、朋友的身
份信息。

定水镇对全镇39个村居的反诈工
作进行了全面布置，采取“党建+网格”
的方式，组建党员志愿者队伍；该村大

喇叭每天广播1小时，喷绘墙体标语78
处，发放张贴反诈骗明白纸7000余份。

定水镇党员志愿者向广大群众讲
解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的惯用手法、作
案方式以及电信诈骗的种类，重点对
网络刷单、网络贷款等电信网络诈骗
进行反诈宣传；通过演示国家反诈中
心App，志愿者还现场向群众传授防诈
骗实用小技巧。

定水镇
筑牢反诈“防火墙”

本报讯 （记者 林金彦） 4 月 20
日，走进东昌府区张炉集镇仁义李村，
村内绿树成行、庭院整洁、道路平整，
基础设施完善，文化墙绚丽多彩。休
闲广场上，村民们围坐在一起聊天，一
派怡然自得的幸福景象。

张炉集镇以村级换届为契机，为
村“两委”班子注入新鲜血液，推选了
一部分脑子灵活、思路清晰，且愿意带
动群众致富的年轻党员进班子。他们
在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
建设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同时，该镇党员志愿者齐上阵。
47 个自然村均成立党员志愿者队伍，
群众公开推选了理事会成员，成立红
白理事会，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重新
制订了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对红白
事办理标准、宴请人数、操办流程等进
行细化，遏制大操大办之风；成立了专
门的宣讲队伍，每月举办一期道德讲
堂活动，主要对孝善、传承良好家风等
进行宣讲，及时做好村民新风尚、新道
德、新事物的采撷提炼，促进乡风文明
治理。

张炉集镇

文明乡风劲吹美丽乡村

4月 11日，高唐县清
平镇组织人大代表和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到军
户李村果农李学林的梨园
察看果树长势，现场指导
疏花疏果，为梨树丰产丰
收、群众稳步增收提供技
术支持。该村目前已发展
梨树种植200余亩，林果
成为当地特色产业。

■ 刘鲁 王良全

本报讯（通讯员 顾书婷） 进入4
月份以来，临清市康庄镇将后进村集
中整顿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推进
后进村整改。

康庄镇围绕制约村级党组织自身
不正、处事不公、村务不明、大事不议、
实事不办、民生不访、硬茬不碰、机制
不顺等8类突出问题，通过广泛听取行
政村“两委”干部、自然村党支部成员、
党员群众意见的方式，对全镇各村工
作基本情况进行摸排，聚焦乡村振兴、

疫情防控、“党员一盏灯、企业一份情”
等重点工作，最终确定5个村为后进村
整顿对象。

目前，康庄镇成立了后进村整顿
工作领导小组，按照“1 名市领导干部
联系镇，1名镇领导班子成员包靠，1名
行政村党组织书记牵头，1个整顿工作
组挂帅驻村”的“四个一”工作机制，逐
村制定整顿方案和工作台账，明确工
作任务，细化责任分工，一村一策，统
筹推进后进村整顿工作。

康庄镇

集中整顿后进村

4月13日，在阳谷县侨润街道国庙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右）为85
岁的徐桂英老人抽血检查。当日，由阳谷县医疗保障局牵头组织的“阳谷县侨润
街道2022年65岁及以上老人健康体检”活动正式启动，该村200余名老人享受到
了家门口的健康服务。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通讯员 张瑜

■ 文/图 本报记者 赵艳君

4月17日凌晨2时许，52岁的颜
廷先匆匆收拾了一下，便和妻子赶往
蔬菜大棚采摘黄瓜。3个小时后，450
公斤顶花带刺的黄瓜整齐地摆放在
箱子里，被运往蔬菜市场交易。

这 一 天 ，颜 廷 先 入 账 1000 多
元。看着微信钱包里的数字不断增
加，他辛苦劳作的疲惫感消失了一大
半。

距颜廷先蔬菜大棚几步之遥，有
座占地 600 多平方米的养殖棚。这
里是“80后”黄启顺的养鸽基地，6000
余只颜色各异、品种不一的鸽子，正
翘首以盼，等待主人喂食。

颜廷先和黄启顺同为冠县桑阿
镇段庄村村民，一个是蔬菜种植大
户，一个是养殖致富能手。说起村里
这两大“明星人物”，村党支部书记姜
正军充满了骄傲。

颜廷先拥有3座蔬菜大棚，一座
冬暖式大棚和两座拱棚，如今，3 座
大棚里的黄瓜和茄子都到了丰收
季。他和妻子每天凌晨采摘蔬菜，再

去市场交易。
“累是累了点儿，但相比单纯种

植粮食作物，收入翻了好几倍。”4月
17日11时30分，从交易市场回来稍
作休息后，颜廷先又起身走进大棚，
掐瓜须、缠瓜头。那郁郁葱葱的黄瓜
叶和一朵朵绽开笑脸的小黄花，凝结
着颜廷先夫妻的勤劳和汗水。

人勤地不懒。颜廷先算了这么
一笔账：“一座大棚一年种两季，收入
近10万元。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3
座大棚一年收入20多万元。”

相比之下，黄启顺的“养殖经”显
得较为复杂一些。

2012年，黄启顺选择返乡创业。
最初，他在自家院子里尝试养殖肉
鸽，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他建起一
座600多平方米的养殖大棚。如今，
黄启顺养殖了 6000 多只肉鸽，每隔
四五天，就会有一批鸽子出栏。

“受疫情和饲料价格上涨等因素
影响，村里的养殖户遇到一些暂时性
困难，但每只肉鸽以 15—27 元不等
的价格售出，收入依然可观。我在家
门口创业，也可以陪伴家人。”看着鸽

棚里扑棱着翅膀“抢食”的鸽子，姜正
军说，在黄启顺的带动下，村里陆续
有四五家村民加入养鸽行列。

段庄村现有人口 1322 人，耕地
面积2400多亩，除传统农业外，现有
蔬菜大棚、养殖大棚300余座。和很
多村子一样，该村多数青壮年也选择
外出务工，甚至还有
人从事高科技产业，
年收入相当可观；与
很多村子有所不同的
是，这个村子几乎没

有闲人，“村子里身体状况良好的七
旬老人，很多都去了附近的梨园打
工。村里30多名老人自发组成戏曲
队，每周跟着县里的文化部门送戏进
村。大家相互激励，向着更加美好的
生活努力奋斗。”说起本村村民，姜正
军言语之间尽显自豪。

“我们村里没有闲人”

黄启顺黄启顺（（左左））和姜正军在探讨养鸽和姜正军在探讨养鸽““生意经生意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