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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英东
本报通讯员 王迪

这几天，茌平区菜屯镇阚庄村
格外热闹，村民在党员的带领下，拿
起扫帚、铁锨等工具，加入到村庄清
洁行动中。

阚庄村通过广播、微信群等，宣
传村庄清洁的重要性，动员群众主
动参与，管好自家庭院，从点滴小事
做起，以“点”的改变，带动全村“面”
上的治理。

阚庄村利用网格党支部，逐条
街道胡同排查，掌握整个村庄的问
题点，并按区域划分了 10 个片区。
村里选出 5 名工作能力强、群众威
望高的村民，与5名村党支部委员，
共同担任“片区长”。“片区长”包
片、包户，具体落实每项工作，使得
每条胡同、每一户、每一区域都能

达到整洁要求。
阚庄村从群众最关心、最现实

的问题入手，通过争取上级配套资
金，配套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集体
收入，修建了2条主街下水道3700余
米，解决了村里雨天路面存水问
题。该村出动机械、人力，着力消除

“三大堆”，解决村内乱摆乱放、乱涂
乱画、庭院脏乱差等问题，对主干道
弱电线路进行统一捆绑。该村还号
召村里青年和返乡休假大学生，成
立志愿者服务队，对房前屋后、村里
村外、路边河道等重点区域进行清
理。

“我们着眼治脏、治乱、治差、治
丑、治危、治污六个方面，压实责任，
加大宣传，着力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4
月22日，菜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许
磊说。

阚庄村变了模样

■ 本报记者 李政哲

“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我要好好

珍惜，更好地为群众服务。”4 月 15

日，在东昌府区闫寺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齐小波告诉记者，他负责接待

办事群众，虽然工资不高，但收入稳

定，有了新的生活目标。

今年24岁的齐小波是闫寺街道

玉皇庙村人。在技工院校上学期

间，享受过雨露计划、“五免一享”等

帮扶政策的他心怀感恩，毕业之后

一直想回报家乡。了解到他的情况

后，闫寺街道将他选聘为乡村公益

性岗位窗口业务员。经过简短培

训，他正式“上岗”，过上了每月领工

资的“月薪族”生活。

和齐小波一样，在家门口实现

稳定就业的脱贫户还有很多，张炉

集镇辛庄村村民赵玉莲就是其中一

员。

春节后，赵玉莲的老伴张德阔

因脑血管病住院，但是医药费让赵

玉莲一筹莫展。

得知情况后，帮扶干部万基朋

向她宣传公益岗工作开发安置政

策，鼓励她积极参与，并帮助递交了

公益岗申请手续。现在，赵玉莲已

经签订了公益岗务工协议，成为了

“月薪族”。

“这份工作就在家门口，还不耽

误照顾老伴儿，真是帮了我的大

忙。”赵玉莲说。

东昌府区不断加强乡村公益性

岗位的开发、使用和管理，坚持把

“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作为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重要抓手，在脱贫群众中开展摸

底调查，广泛征求脱贫户的就业意

愿，与脱贫户签订劳动协议，让公益

岗人员“专业”上岗、“敬业”工作，由

以往的“输血式”帮扶变为“造血式”

帮扶，激发了脱贫户的内生动力，增

强了脱贫群众增收的稳定性和长效

性。东昌府区持续加大各类公益性

岗位的开发力度，让757名脱贫劳动

力在家门口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

脱贫户变身“月薪族”

■ 本报记者 林金彦

最近几天，东昌府区堂邑镇刘庄
村村民刘井东沉浸在喜悦中。村里
给他发了一本“信用存折”，他的积分
是全村最高的。凭借这个小红本本，
刘井东在本村“信用超市”里，兑换了
一桶价值百元的食用油。

“看，这就是我的‘信用存折’！”4
月21日，刘井东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
将“小红本”取出来。记者看到，“信
用存折”积分栏里清楚地记载着刘井
东的加分项目：“无偿献血，5分；参与

环境整治，3分；捐赠防疫物资，5分；
拾金不昧，3分”……小红本上的每一
笔，都记录着他热爱家乡、崇德向善
的一点一滴。

“咱做这些事，不图钱不图利。
这个小红本本，是镇里和村里对咱的
认可，千金难买！”刘井东十分珍视他
的“信用存折”。今年3月初，他还被
评为全镇的“文明信用户”，这让他很
有成就感。

堂邑镇党委书记段先锋介绍，今
年以来，堂邑镇在东昌府区率先构建

“自然村—新村（社区）—镇”三级“信

用+美丽乡村”体系，成立了三级“信
用超市”，同时，创新实施“信用积分”
管理，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积分制管理
全过程。村民凭借“信用存折”可在
各级“信用超市”内兑换特色产品。

“信用超市”里的商品除了普通生活
用品，还有本镇特色的葫芦、草柳编
织工艺品、刘庄面粉等农副产品以及
团购优惠券、民俗体验卡等特色奖
励。如今，堂邑镇设立了74个“信用
超市”，7000余户农民都拿到了“信用
存折”。

小积分不仅可以兑换奖品，还是

评先评优的依据。记者在刘庄村“信
用+美丽乡村”守信加分指标和失信
减分指标2个宣传栏上看到，村民的
加分指标有五大类70余款，减分指标
有五大类100余款，涉及村民自治、村
民法治、村民德治等。“居民的表现和
个人信用挂钩，记录到‘信用存折’，作
为本村评先评优、福利发放的重要依
据。”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刘长忠介绍。

“用好‘信用存折’，让好事有人
夸、坏事有人管、弘扬道德有回报，为
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增添新动
能。”段先锋表示。

红本本“存”住文明乡风

4月24日，在阳谷县安乐镇东大党支部领办的扶贫科技示范大棚，党员志愿
者在帮助瓜农采摘特早熟无公害富硒小西瓜，准备运往上海等地。近年来，当地
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引进优良西瓜新品种，生产的小西瓜具
有瓜皮薄、甜度高、口感好等特点，亩产量在2500公斤以上，带动了农民致富和集
体增收。 ■申红敏 顾新宇

4月26日，茌平区冯官屯镇业官屯村西葫芦种植基地，工作人员正在将西葫芦打包装箱。冯官屯镇围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展大棚蔬菜，培育了以
西葫芦种植为主的特色经济，目前全镇共建设高标准冬暖式蔬菜大棚130多座，占地1250亩。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 梁丽姣

“趁周末时间，我们带孩子放松一下。”4月17日，市民刘立营
带着家人来到位于东阿县鱼山镇张庄村的生态家庭农场踏青，

“孩子在这里认养了5棵苹果树。”
最近，张庄村的生态家庭农场吸引了不少游客，每到周末，城

里的一些家长就带着孩子，来这里游玩。农场内，麦田成方连片，
东边是500多棵苹果树。

农场内不仅种植了小麦、苹果树，还养殖了30余头黑猪、50余
只山羊、100余头毛驴。农场的主人姚磊是一名退役军人，2016年
贷款成立扶贫养驴场。

2019年，姚磊在张庄村流转100亩土地，30亩种植“鲁丽”苹
果，剩余的土地用来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同时，他将原来的
养殖区进行改造，划分成毛驴养殖区、山羊养殖区、黑猪养殖区。

“苹果树间隙种上时令蔬菜和各种草药，麦秆、苹果树叶可以
当作畜禽饲料，草药可以提高畜禽的免疫力，畜禽的粪便可变废
为宝，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循环利用，生态种植养殖。”姚磊
说，在这个循环生态种养系统下，畜禽长得膘肥体壮，农作物枝繁
叶茂。

循环生态种养系统正常运转后，他又有了新的想法：“将苹果
树认养出去，等到苹果成熟后，按照认养时的约定，认养人可以亲
手采摘苹果，发展农业旅游产业。”

今年是姚磊开展“果树认养”的第三年，在姚磊精心绘制的
“鲁丽”苹果认养图上，清晰地标注着每棵果树的认养人信息。姚
磊建了一个家庭农场微信群，将认养人拉进群，每天在群里分享苹果树的生长情
况，让认养人安心、放心。

“以后打算在农场旁边建设特色餐厅，将自己所种的果蔬，所养的畜禽端上餐
桌，让游客尝到纯天然无公害的绿色食品，真正发挥循环经济的作用，助力乡村振
兴。”姚磊早已谋划好了家庭农场的美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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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欣欣

4月11日，走进阳谷县阿城镇吕
场村温室大棚，一串串鲜红色的小番
茄悬挂在枝头，犹如一颗颗宝石晶莹
剔透。

“尝尝俺们种的‘釜山小番茄’，
皮薄、汁多、糖分高，全程不使用化
肥，绿色无公害，比市场上其他品种
质量高、口感好。”苏景红说。

苏景红是阳谷县审计局主任科
员，2020年10月，作为阳谷县加强农
村党组织建设工作队的一员，来到吕

场村进行为期两年的帮扶工作。
刚到吕场村，苏景红就被眼前的

场景吓住了。村委会办公室里，墙皮
脱落，四处透风。“赶上刮风下雨，外
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苏景红笑着
说。

这些困难对他们来说，不算什
么。最令人头疼的是，吕场村经济基
础薄弱，村“两委”组织涣散，矛盾纠纷
不断，村里没有领路人。苏景红认真
分析该村情况后意识到，解决问题的
关键在于发展产业，提高村民凝聚力。

经过多方走访调研，工作队了解

到吕场村有种植蔬菜的传统。2021
年 10 月，苏景红带领其他 2 位队员，
流转了吕场村的28亩土地，成立了阿
城镇吕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并投入
80 万元，建造了 2 座温室大棚，引进

“釜山小番茄”品种，种植小番茄。如
今，6个多月过去了，第一茬小番茄已
经成熟。眼看到了收获的季节，苏景
红看在眼里、喜在心间。

“2座大棚4亩半，一亩地按1万
斤算，按市场价 5 块钱一斤，这就是
25 万元。”大棚里，苏景红算了一笔
账，对于大棚的收益，他信心十足。

“我们已经联系了收购公司，他们明
天一早就来洽谈合作，果子基本不愁
卖。”苏景红说，7月份小番茄下架后，
就开始种黄瓜，9月份种草莓，一年四
季接上茬。

“后期大棚都由村民维护管理，
他们不定时来打零工，一天能挣上百
元。”吕场村党支部书记吕忠义说，

“这是工作队为吕场村带来的产业，
我们一定要发展下去，坚持种下去，
才能持续为吕场村谋福利。”

吕场村的“红色”事业

■ 文/图 本 报 记 者 刘亚杰
本报通讯员 马晓迪

“没想到，这麦穗抽穗这么快，这
种麦苗明显比普通麦苗长得结实。”4
月18日上午，在高唐县清平镇老官庄

村，张殿海望着大片长势喜人的麦苗
笑着说，“今年的产量绝对有保证。”

张殿海是老官庄村党支部书记，

今年，他承包的100亩地全部种植了新

的小麦新品种“济麦44”。

“济麦 44”是高唐县清平镇党委、

政府为实现百姓增产增收，特意从鲁

粮集团引进，目前，全镇种植面积达

5000余亩。

“‘济麦 44’属于强筋小麦

新品种，是生产优质面包、水饺

和面条的首选原料，近几年需

求量越来越大，收购价格也水

涨船高。”清平镇农技站站长肖

从忠告诉记者，“优质、抗

病、早熟、高产是它的突出

特性，该品种的上市对于优

化小麦供给侧、延伸产业

链、促进农民增收等将起到

重要推动作用。”

为打消种植户疑虑，在

当地党委、政府的协调下，鲁粮集团和

种植户均签订了“回收协议”。

种子可以“赊账”，回收价高于市

场价3分钱，一份份白纸黑字的合同，

让群众心里有了种植的底气。

清平镇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

带头作用，率先从党支部领办的合作

社开始，选种新品种。

“目前是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一

定要在‘五一’之前再进行一次施肥。”

4月18日上午，肖从忠仔细察看了小麦

的抽穗情况，再三叮嘱张殿海。

望着小麦比普通品种明显长势要

好，肖从忠变得自信满满。

根据协议，一个多月后就是小麦

丰收之时，种植户手里的小麦将按照

合同价格实施回购，扣除“赊”来的种

子钱，全部受益留给村民。

“亩产超过 1300 斤还是有把握

的。”肖从忠说，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

“订单农业”种销不愁

肖从忠肖从忠（（左左））在向农民传授小麦管理技术在向农民传授小麦管理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