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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宗锋

9 月 19 日上午，香江电商科创中
心，聊城香江光彩置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董海峰正在为即将在这里举办的
2022金秋双节直播季暨聊城直播电商
节启动仪式做准备。

香江电商科创中心是香江大市
场传统商贸业的“升级版”，董海峰立
志要把这里打造成线上线下融合的
双创示范区，使之成为聊城的新电商
基地。

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现代化物
流批发基地，建于本世纪初的香江
光彩大市场，曾是不少聊城人逐梦
的地方，也是成就董海峰的地方。
不过，近年来电商的冲击，让这里的
不少商户感到很不适应。交易额下
滑、商户心态不稳、配套欠缺……一
系列问题摆在面前，董海峰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

董海峰说，香江就像自己看着长
大的孩子，孩子落后了，自己有责任、
有义务给予他新的营养和力量。

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2020 年 3
月，8万多平方米的香江电商科创中心

项目上马，并被列入聊城市重点项
目。“我们要把香江光彩大市场打造成
冀鲁豫交界区域最具影响力的商贸物
流中心，更好地服务聊城经济发展、造
福当地百姓。”董海峰说。

在董海峰看来，聊城各县（市、区）
名特优产品资源丰富，已形成相当大
的影响力，但缺乏集中展示体验交易
场所，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产品的进
一步销售推广。而香江光彩大市场，
有条件也有能力承担起这一历史使
命。

如今，香江电商科创中心商业
街区已具备集中展示体验交易聊城
名特优产品的条件，这里不仅有成
熟的商业基础，还有完善的软硬件
设施。

董海峰深知，政协委员的身份
是荣誉，更是责任。多年来，他始终
以饱满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聚
焦社会发展，关注百姓冷暖。他深
入基层，以自己的智慧和担当，提出
了有效建议十几条，履行了一名政
协委员的职责。其中，他提交的《关
于加快我市商贸批发市场创新发展
和转型升级的建议》和《关于建设商

贸会展城市的建议》被列入市政协
年度重点督办提案并被评为市政协
优秀提案。2020 年 5 月，他作为政协
委员代表，在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
议开幕式上作了题为《争创智慧型
商贸物流枢纽城市的建议》的发言；
他积极牵头设立“有事好商量”委员

工作室，为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
和谐起到重要作用……

奋斗是人生最亮丽的底色，有责
任有担当，梦想才会闪光。董海峰说，
无论是做实业，还是谏真言，他都要积
极履行一名政协委员的使命，为社会
作贡献、为人民谋幸福。

董海峰：弄潮“香江”显担当

本报讯 （记者 林晨 通讯员 张
震）“二哥，抽空把门口的这些废纸
箱、化肥袋收拾一下，这些杂物放在门
前既不卫生也不好看……”9月17日，
阳谷县定水镇杨皋村“胡同长”杨万坤
一大早便在其分包的街巷巡查，督促
村民及时收拾房前屋后的杂物。

“胡同长：杨发涛”“胡同长：杨刚
兴”……在杨皋村每个胡同口的墙上，
都有一张写有“胡同长”姓名的彩色标
识牌，这些“胡同长”每天都会到帮包
的胡同巡查，一旦发现有乱倒垃圾、乱

堆杂物、乱倒污水等破坏村庄环境的
行为，就会第一时间处理。

“现在村里不管走到哪儿都干干
净净的，大家也都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环境越来越美，我们住得也越来越舒
心了。”村民张红杰由衷地感叹，“这可
多亏了我们村的‘胡同长’们。”

今年，定水镇积极探索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胡同长”管理模式，从各村
中选取党员、热衷公益的群众担任“胡
同长”，负责村内环境清洁、房前屋后
环境整治等工作。目前，全镇已有692

名“胡同长”上岗。
“原来房前屋后乱七八糟的，啥

垃圾都有，现在可干净了，心里感觉
也亮堂。”“以前出门，手里有个塑料
袋或者孩子吃零食的包装袋随手就
扔，现在总感觉有人盯着咱，谁也不
好意思在路上随意扔垃圾。”说起村
庄的变化，村民们都是看在眼里，喜
在心里。

“自从村里实施了‘胡同长’制度，
人人争当‘胡同长’，家家争做最美庭
院，村庄变净变美了，村民的精气神也

提起来了。”杨皋村党支部书记杨法洪
说。

“我们调动更多村民主动参与到
人居环境整治活动中来，是为了营造
美丽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
助力乡村振兴。”定水镇党委书记闫
瑞鹏介绍，定水镇将进一步细化环境
治理体系，把“胡同长”制度与“积分
制”管理相结合，把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触角延伸到庭院等“神经末梢”，
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精细化管理全覆
盖。

定水镇：692名“胡同长”挂牌上岗 本报讯（通讯员 郭洪广） 日前，
高唐县固河镇综合监督平台收到南小
刘村村民的一件诉求：南小刘村一处
无人居住的老宅，房顶塌陷，墙体出现
很大的裂缝，随时有倒塌的危险。收
到诉求后，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赶往现
场查看，第二天，就协调施工队解决了
危房问题。

这是固河镇依托综合监督平台，
解决群众诉求的一个缩影。今年，固
河镇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推出“码上
办”监督智能平台，将群众诉求反映渠
道由线下转到线上，实现了简单事项
当即答复、复杂事项转派处理、疑难事
项联动办理。

从“坐等上门”到“主动敲门”，再

到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反映问题，“码
上办”监督智能平台的建立打破了时
间、空间的限制。截至目前，该平台群
众访问量 3500 余人次，有力促进了群
众满意度提升。

“我们将继续做好‘码上办’监
督智能平台的推广工作，对群众‘码
’上反映的各类诉求做到第一时间
受理、第一时间处理，切实解决好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同时，不断优化
平台办理流程，确保群众反映事项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真正实
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打造
为民服务新高地，提升群众满意度、
幸福感。”固河镇党委书记赵伟如是
说。

“码”上反映知民情 马上办理暖民心

固河镇推出“码上办”监督智能平台

■ 本报通讯员 米雪

“好久没有回老家了，家乡的变
化可真大啊，道路宽敞平整，村容干
净整洁……”9月13日，在茌平区韩屯
镇罗屯新村党群服务中心内，一场特
殊的茶话会正在举行，在外经商的 90
后小伙刘延伟对家乡这两年的变化
赞叹不已。

组织这场茶话会的是罗屯新村党
总支书记高吉全。作为新村的“领头
羊”，他邀请了 10 多名在外工作的优
秀人才共商家乡建设，并向他们抛出
了“橄榄枝”：“随着近几年的发展，家
乡变化确实不小，希望大家有机会能
够回乡创业、发展，为家乡发展贡献力
量。”

近日，为挖掘镇域优秀人才，吸

引优秀人才返乡创业、支援家乡建
设，韩屯镇党委组织 4 个行政新村开
展人才茶话会活动。

近年来，韩屯镇人才工作组利
用节假日、麦收秋收、寒暑假等重要
时间节点，通过座谈会、茶话会、电
话微信等多种方式开展人才回引工
作。该镇研究制定了《助力乡村振
兴·农村优秀青年回引工作方案》及

《韩屯镇村级后备力量培养方案》，
有效促进了该镇招商引资、村级党
组织队伍建设、村级建设管理等多
项工作。

两年来，该镇共吸引 14 名优秀人
才回乡。他们有的在家乡建起了厂子，
有的成了个体户，有的在村内任职，在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为乡村振
兴贡献力量。

茶话会上引人才

■ 尹腾淑 王方方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近年来，
莘县农商银行牢牢把握“面向‘三
农’、面向小微企业、面向社区家庭”
的市场定位，下沉服务重心，增加农
村金融供给，以乡村为重点，充分发
挥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引领作用，
积 极 探 索 金 融 服 务 乡 村 振 兴 新 模
式，研发特色产品，创新服务模式，
满足不同客户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取得了明显成效。

“想不到现在贷款这么方便！”9月
19日，说起莘县农商银行“莘情e贷”，
莘县燕店镇朱庄村大棚种植户朱永岗
感慨道，“不用抵押，还送贷上门，真是
特别方便，非常适合我们这些农户。

今年买化肥、农药的钱终于有了着
落。”

朱 永 岗 是 村 里 的 黄 瓜 种 植 能
手。尝到大棚种植甜头的他，今年准
备再投资建设一座占地 4 亩的拱棚，
但是由于资金不足，迟迟没有动工。
种植时节耽误不得，这让朱永岗一
筹莫展：“眼看着蔬菜种植季节就要
过去了，这大棚还没建好，这可咋
整？”

正在朱永岗犯愁之际，莘县农商
银行燕店支行客户经理来到村里驻点
办公。了解了朱永岗的情况后，该客
户经理指导其使用手机银行测算额
度、申请贷款，解了朱永岗的燃眉之
急。

这只是莘县农商银行助推产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行针对
特色产业推出一系列惠民贷款产品，
加大贷款优惠力度，形成了“金融+
特色产业+村民群众”的产业带动模
式。

该行严格按照省联社和审计中心
党委工作部署，全面推进客户经理驻
点办公，坚持每周 2 天以上进村入户
驻村开展“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活
动，走访种植养殖大户、超市便利店、
农资农机经销商等重点客户，通过“跑
户建档+信用村建设+金融服务”模式
将金融服务网格化管理融入农村网格
化治理。

该行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创建
党员责任区，将农区支行党支部划
分为“米袋子”工程、“菜篮子”工程、

畜禽水产养殖、农资农机农技、肉类
及 屠 宰 冷 冻 加 工 等 五 大 产 业 责 任
区，将城区支行党支部划分为批发
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
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它
服务业、建筑业等五大行业责任区，
围绕行业客户，大力推广“莘情 e 贷”

“大棚产业贷”“创业贷”等特色贷款
产品，积极优化服务模式，主动降低
客户贷款成本，提升客户办贷体验，
推进“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问题
逐步解决。

“莘情e贷”便是该行新上线的信
贷产品。该产品上线仅67天，用信余
额就突破1亿元，户数达到2231户，有
力地支持了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壮
大。

只为田野绿 倾力助农桑
——莘县农商银行探索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

本报讯（尹腾淑 何金福）“真没
想到，农行不到两天就把贷款批下来
了。”9月18日，东阿县姜楼镇柳林屯村
养鸡专业户刘玉晓兴奋地说。

今年以来，农行东阿县支行以“齐
鲁富民贷”为载体，与县乡村振兴局密
切配合，主动对接新型农村经营主体，

走出了一条“政府+农行+农户”的乡村
振兴新路子。姜楼镇柳林屯村是东阿
县知名的养殖专业村。今年以来，农
行东阿县支行与东阿县乡村振兴局等
部门密切对接，组织乡村振兴金融服
务团队到该村进行走访和政策宣传，
将金融服务送到养殖户的家门口。

农行东阿县支行

金融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本报讯（尹腾淑 栾鑫众）“从前
办业务要赶30里路到县城，现在不用
出村就把卡里的钱取出来了，真是太
方便了！”9月16日，莘县魏庄镇李净庄
村村民李红秀拿着刚取出的2000元退
休金高兴地说。这是发生在该村农业
银行惠农通服务点的一幕。

近年来，农行莘县支行以惠农通

服务点为主抓手，畅通服务乡村最后
一公里。该行在便民超市、农资站等
人流量较大的营业场所，设立惠农通
服务点，为附近村民提供存取款、金融
知识普及、产品介绍等金融服务。截
至目前，该行惠农通服务点已覆盖全
县所有镇街，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辐
射范围。

农行莘县支行

畅通服务乡村最后一公里

董海峰和工作人员探讨交流直播细节。■ 本报记者 申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