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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政哲

“不轻信不法分子提出的高额回报、代办养老保险、提
供养老服务等花言巧语，扎紧自己的养老‘钱袋子’……”8
月 21 日，在度假区李海务街道谭庄村，“村村响”广播准时响
起，村口纳凉的群众互相招呼着邻里：“快来听听今天又有什
么故事。”

用乡土味十足的本地话念着普法小知识，朗朗上口接地
气，洪亮的声音回响在村里的每个角落。每天听一听村里的

“村村响”广播说了啥，已经逐渐成为大家的新习惯。
“村里有什么紧急通知或政策需要宣传时，通过广播，村

民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地里劳作，都能听得清，不用挨家挨户
通知了。”谭庄村党总支书记谭学兵说，城里人获取法律、安全
知识有很多途径和方法。在农村，一些村民特别是留守老人
没有文化，不会用手机、电脑，“村村响”就是他们获取信息的
主要途径。今年7月，我市进入雨季，谭庄村借助“村村响”，向
村民播报天气预报，引导村民及时做好防范措施，有效避免了
财产损失。

临近傍晚，谭庄村经常会广播一些党史故事以及积极向
上的文娱节目。村民聚在广场乘凉，听着广播缓解一天的疲
劳。“像我们这个年龄，手机不会玩，电视上一些事情也看得不
及时。有什么事情‘村村响’都会及时通知我们，方便极了。”
村民许苏英笑着说。

近几年，李海务街道积极推进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要
求各村依据村民生活作息进行每日播报，播报时政新闻、安全
知识、相关政策等内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

如今，“村村响”已经覆盖李海务街道39个村庄，群众一边
干农活一边听广播，学习法律、安全、疫情防控小知识，干活学
习两不误。

﹃
村
村
响
﹄
传
播
惠
民
好
声
音

■ 本报记者 林晨

宽阔整洁的街道两侧果树成行，
苹果、大枣、海棠果挂满枝头，香气扑
鼻；一排排红顶别墅赏心悦目，一座
座美丽庭院清新雅致……8月20日，
漫步茌平区杜郎口镇鲍庄新村，一幅
美丽的乡村画卷扑面而来。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眼前的
这座美丽村居，在 10 多年前却是一
片130余亩的盐碱地。当时，这里一
年四季几乎种不成庄稼。刮风时，漫
天飞扬的尘土让人睁不开眼。全村
人均年收入不足万元，178户人家大
部分都是土坯房。村内道路坑洼不
平，一到雨雪天气，群众出门都是头
疼事。

鲍庄新村如何实现了美丽蝶变？
“2009年，我们村‘两委’去外地

考察了很多先进村庄，考察完毕下定

决心让俺村村民也过上好日子。”鲍
庄新村党委书记常传华介绍，村“两
委”认真听取上级部门、村民的意见
后，决定抓住土地增减挂的政策机
遇，在村西头闲置的盐碱地上实施新
村建设，并聘请聊城市建筑设计院专
业人员对村庄建设进行规划。全村
统一采用新型节能住宅设计，共建设
连体别墅 124 栋、4 层居民楼 1 栋和
老年公寓 70 套，配套建设了水、电、
路等基础设施，于 2012 年底顺利实
现整村搬迁。

改善居民住宅条件，只是美丽新
村建设的第一步。为进一步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鲍庄新村又积极规划工
业园区，开展招商引资，在牢牢把握

“绿色、生态、环保”三大标准的基础
上成功引进了友谊建材、和源汽车配
件、其鑫汽车配件、通鸿机械等 4 家
企业。“企业建成投产后，安排就业村

民180余人，极大地提升了村民的收
入水平，我们村的集体收入也是年年
攀升。”常传华说。

富裕起来的鲍庄新村，近年来不
断加大民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先后
建立起党员活动中心、图书阅览室、
文化活动室、文化广场等，安装太阳
能路灯80余盏，修建下水道3000余
米，接着完成了新村绿化、道路硬化，
形成了村庄“四纵四横”和田间“四纵
五横”的交通网络。

硬件改善了，软件也要提升。鲍
庄新村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建
立“道德大讲堂”，设立“善行义举四
德榜”。同时，每年都会开展“十星
级文明户”“五星级美丽庭院”“好
媳妇”“好婆婆”评选活动，倡树文
明新风。

在鲍庄新村“美丽庭院示范一条
街”上，42 户被评为“五星级美丽庭

院”的农家小院格外显眼。每户庭院
内满是花草绿植，物件摆放整齐有
序，红色的地砖、白色的墙面相映成
趣，形成一道别致的“微风景线”。

景在村中，村融景中，人在画
中。经过多年的人居环境整治和精
神文明建设，鲍庄新村已从当年处处
盐碱地的落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美
丽示范村。该村先后获得“山东省生
态文明乡村建设先进村”“全市一村
一品专业村”“市级文明村”“全区尊
老敬老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现在俺村变化太大了！楼房建
起来了，道路宽阔平整，还有文化广
场、老年人棋牌室。天黑了，街上的
太阳能路灯都会亮起来，很多人到广
场上跳舞、聊天，现在的日子真是比
蜜还甜……”82 岁的老党员徐兰信
竖起大拇指自豪地说。

鲍庄新村的美丽蝶变

■ 本 报 记 者 侯莎莎
本报通讯员 高蕾

“多亏了党的好政策！让我在乡
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有了更明亮的
环境和更好的条件，可以更好地为群
众服务，我还能再干30年！”8月17日，
在茌平区杨官屯乡小范庄村，接过乡
镇干部送来的慰问品——米和油后，
退役军人刘秀生激动地说。

刘秀生今年56岁，目前在茌平区
杨官屯乡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我入
伍5年，获得4次嘉奖。”每每提起入伍
经历，刘秀生总会提高嗓门，挺起胸

脯，眼中充满自豪。“1988年，我在部队
立了三等功，这是我一辈子的荣光。”
看着自己珍藏的立功奖状，刘秀生依
然豪情满怀。

是退役军人，更是共产党员。刘
秀生退役后，将党员关系转回家乡小
范庄村。小范庄村曾是省定贫困村，
在省派第一书记和杨官屯乡党委政
府的帮扶指导下，2020 年底全面脱
贫。

“这是我包的胡同！”刘秀生指着
长长的胡同说，“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推进乡村振兴，乡里安排俺们党员
包胡同，路面硬化了，环境也好了，这
条胡同的方砖上有俺老刘的汗水，俺
家还评上‘美丽庭院’了呢！”

今年以来，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杨官
屯乡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组
建 14 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伍，发动党员群众5000余人次，清理坑
塘 50 个、沟渠 4000 余条，清理建筑垃
圾等100余吨。该乡环境卫生面貌明
显提升，人居环境整洁有序。

“我的儿子2018年也入伍了，是空
军！女婿也有15 年的军龄！我虽然
年纪大了上不了战场，但村里不也
是服务群众的‘战场’吗？只要党和
人民需要，我随时都能战斗！”刘秀
生说。

刘秀生的新“战场”

本报讯（通讯员 李成新）“人居
环境整治‘夏季战役’打响以来，我们
坚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着力营造干
净整洁、优美宜居的农村人居环境，实
现群众生活环境、心境‘两境’提升。”8
月22日，阳谷县高庙王镇党委副书记
俞丽娟说。

该镇专门成立了由镇党委书记任
组长，镇长任副组长，各新村包村干部
任成员的领导工作小组，实行组长抓
成员，成员抓村级的“两级抓”模式，执
行日汇报、周调度机制，做到情况日日
清、进度周周赶。对全镇58个村庄逐
个剖析，分析各村整治提升的难点、堵

点，分类施策，提出意见建议100余条，
并对各村整治工作细化任务、倒排工
期，落实到村到户到人，坚决不留余
地、不留死角，力促全镇环境整治突破
难点，实现主次干道、街头巷尾全面覆
盖。

该镇专门成立5个督导组，对全镇
58 个自然村开展观摩评比，通过表扬
先进、批评后进，营造“比学赶超”的良
好局面。建立考核长效机制，将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纳入各村年度目标考
核，对工作不到位、措施不得力、效果
不明显的村给予通报批评，做到奖优
罚劣。

高庙王镇

打造人居环境整治亮点

本报讯（通讯员 陈晓丽）“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真是好样的，昨天来
我家跟我拉呱，看到我家门坏了，今天
就帮我修好了。”8月19日，临清市老赵
庄镇老赵庄村村民沈金兰乐呵呵地说。

沈金兰今年76岁，老伴去世多年，
独自生活。老赵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者赵华涛了解她的情况后，经常召
集志愿者到她家中，帮助老人收拾房
间、做家务，与她聊天。

老赵庄镇“守护夕阳”志愿服务队
对辖区内的孤寡老人按照包村、包户原

则，实施网格化管理，200 余名志愿者
对孤寡老人进行一对一“守护”，给予老
人更多的关心与陪伴。

“我家中也有年迈父母，深知孤寡
老人生活的不易。我愿意用实际行动
践行志愿服务精神，让老人感受到来自
社会的关爱。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到我们的志愿服务队伍中，为老人送去
关爱，用爱心奉献真情。”老赵庄镇老赵
庄联合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孟庆
玲说。

老赵庄镇

开展“守护夕阳”志愿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孟颖） 8 月 15
日，阳谷县“送戏下乡、文化惠民”巡回
演出走进大布乡大布新村。此次演出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戏曲豫剧为
主，为村民送上丰富的精神食粮。

演出还未开始，村民就自带椅凳
早早地来到演出现场等候。一曲独具
地方特色的豫剧拉开了演出帷幕，伴
随着铿锵的锣鼓、传统的唱腔，演员们
精彩的表演博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

彩与掌声。场上场下气氛热烈，让村
民近距离感受到了传统戏曲的魅力。

今年，阳谷县积极推进基层文化
建设，推动民间艺术发展，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地
方文化繁荣。此次送戏下乡活动的开
展，把文化惠民工程落到实处，极大活
跃了农村文艺舞台，丰富了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

大布乡

送戏下乡惠群众

■ 本报记者 张英东

硬化过的道路干净整洁，改造后
的房屋焕然一新，新修建的排水管道
解决了村里的积水问题……8月22日，
走进度假区于集镇六和新村，抬头是

“画”，入目是“景”，一幅“高颜值”的乡
村画卷徐徐展开。

于集镇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和乡风文明建设，一个个村庄“脱胎
换骨”，人居环境更美，文化生活更丰
富，乡风民风浸润人心……

村规民约树新风

“村规民约是咱们自己定出来的，
就要带头执行到位。”8月22日，六和新
村村委会办公室里，新村党总支书记
李桂莲把村民议事会成员召集起来，
安排近期乡风文明相关工作。

于集镇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引领
文明乡风、加强基层治理、推动移风易

俗方面的积极作用，扎实推进村规民
约宣传，“约”出邻里和谐、环境整洁、
勤俭节约的文明乡风。

于集镇通过村民参与制定村规民
约的方式，引导村民自觉做到依法办
事、保护乡村环境、团结邻里、孝老爱
亲等，从而实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的目标。该镇采用微信公众号、抖
音短视频、宣传栏、村民会议等多种
形式开展村规民约宣传，引导群众
参与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推动村
规民约深入人心。

美丽乡村提颜值

行走在六和新村，只见庭院错落
有致，村道蜿蜒入户。“这些年，村里发
生了大变化，门前不仅通了水泥路，还
种上了花草树木。”76岁的老党员增传
芝说。

六和新村的变化得益于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近年来，于集镇通过铺设

通村路、细化垃圾处理等措施，不断刷
新乡村颜值。今年2月，六和新村被山
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评为2021年
度省级文明村镇。

今年以来，于集镇多次召开人居
环境整治“四类专项治理”工作部署会
和推进会，“一镇一案”“一村一策”制
定精准可行工作方案，深入查找问题
根源，多措并举推进工作落实。

该镇采取镇村微信群、村喇叭广
播等方式，充分调动广大群众、村干
部、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参与环境综
合整治，在全镇营造人人关心支持人
居环境整治“四类专项治理”工作的浓
厚氛围。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美丽乡村
建设必须打好的一场硬仗。”于集镇
党委书记冯潇表示，于集镇将村庄
环境整治效果与村干部绩效工资、
评先树优挂钩，充分激发村庄内生
动力。

志愿服务促文明

今年6月，于集镇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者走上街头，向群众发放《关于
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的通
知》和《于集镇践行新时代美德健康
生活方式倡议书》，提倡大家讲文明、
除陋习，践行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
式。

于集镇现有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11个。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该镇积极开展
了“四史”宣传教育、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志愿宣讲等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于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现有志
愿服务队伍5支，每个实践站有志愿服
务队伍3支。今年以来，该镇共开展各
类志愿服务活动40余次，累计受益群
众5000余人次。

绘就乡风文明新画卷
——度假区于集镇创建文明村镇走笔

8月23日，村民驾驶
着拖拉机在茌平区贾寨

镇进行田间作业。
当日，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

当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农业生产管理，
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良好基础，田间地头一

派秋忙景象。 ■ 本报通讯员 赵玉国 宋月凤

8月19日，在东阿县姚寨镇石东村丰仓家庭农场，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高级农艺师黄广会（右二）向群众讲解大豆玉米复合种植中后期田间管理知识。
近两个月来，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县（市、区）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区开展田间技术指导。目前，已跟踪指导200余人次，受到广大种
植户的欢迎。 ■ 本报记者 曹天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