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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县古云镇莘县古云镇，，有多重荣誉加身有多重荣誉加身。。
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文明村镇、、全国生态文明先进镇全国生态文明先进镇、、中国绿色名镇中国绿色名镇、、山东省旅游强镇山东省旅游强镇、、山东省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山东省小城镇建设示范镇……

一连串的荣誉称号一连串的荣誉称号，，见证了聊城西南这个经济强镇高质量发展的历程见证了聊城西南这个经济强镇高质量发展的历程，，同时也完美诠释了古云镇坚持因地同时也完美诠释了古云镇坚持因地
制宜制宜、、强化特色发展强化特色发展、、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的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路径””。。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充分激活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充分激活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发挥古云镇党建进一步发挥古云镇党建、、生态生态、、文化等方面优文化等方面优
势势，，推动乡村推动乡村‘‘五大振兴五大振兴’’提质增效提质增效。。””莘县古云镇党委书记辛继桥的话掷地有声莘县古云镇党委书记辛继桥的话掷地有声。。

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振兴“人才引擎”

10月5日，新入职公务员徐宁宁，打开电脑
查看上周公务员积分考核排名情况后，心情有
点失落。“上周成绩不太理想，接下来的一周，我
要努力工作、争先进位，确保下次成绩排名有明
显进步。”说完这句话，她紧握了一下拳头，算是
为自己鼓劲加油。

古云镇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注重日常管理，
把考察识别干部的功夫下在平时。该镇公务员
日常考核“积分制”已经实行一段时间，成效明
显。

其中，干部平时考核“工作积分制”，可充
分发挥干部主观能动性，不断积累工作经验，
用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培养和任用干部；日
常考核“学习积分制”，鼓励干部学习本领武装
头脑，年轻干部参与“双招双引”及环保、安全
工作实践已初见成效；日常考核“问题积分
制”，及时提醒公务员要一心为民、廉洁为公，
做经得起考验的干部。

与此同时，该镇于今年8月，创新推行农村
“两委”干部量化积分制，将“两委”干部积分与
绩效工资直接挂钩。

“自从镇里推行‘两委’干部量化积分制度
以来，大部分村‘两委’干部工作热情空前高涨、
工作开展效率和质量大大提高，村级班子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也有了明显提升。”莘县古云镇副
镇长、瑞云联合党委书记和培杰说。

两个“积分制”让公务员队伍、“两委”干部
整体能力、服务意识、廉洁意识得到提升。今
后，他们将成为全县乃至全市的标杆，积极投身
于将古云镇建设成县域副中心的实践中去。

镜头转向古云化工产业园内的莘县华阳实
业有限公司研发中心。10月9日那天，返乡的
海外留学生杜晓莹，正在查看实验用水的酸碱
性，以确保研发产品质量。

今年以来，古云镇始终坚持党管人才的工
作原则，借助化工园区区位优势，通过定政策、
办活动、优服务、促改革、抓统筹、建机制等，利
用“1+1+N”工作体系打出引才育才系列“组合
拳”，推动全镇人才工作取得新成效。

成立“1”个招才引智工作专班，由党委书记
担任组长，根据企业人才需求清单和企业项目
优势清单引进专项人才；制定“1”项制度，通过
制度、文件不断营造招才引才浓厚氛围；推进

“N”个体系——打造政府平台服务体系，连接
企业和高校毕业生，降低企业引才难度；探索青
年人才联合体系，建立农村引才的“闭环机制”，
目前，已有36名青年人才加入青年人才党支部
和团支部；打造技能人才提升体系，如今，全镇
已有182名技能人才完成备案，数量位居全县
首位。

产业带动，打造富民兴村“古云样本”

9月26日，莘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
发布会。

“近年来，古云镇全面抬高坐标，加大‘三农’工
作力度，大力发展乡镇一、二、三产业，形成了‘三产
并举、产业先行、多点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在‘全
面打造乡村振兴标杆镇’上取得新突破。”发布会现
场，莘县古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文国介绍。

农业发展提质增效，特色项目竞相绽放。
古云镇以品牌强农、特色强农、科技强农、人才

强农、开放强农、高素质农民培育等“六大强农计
划”为引擎，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全力抓实稳
粮保供。投资1500万元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1万
亩，对1.3万亩耕地实施了大田托管，实现了耕地规
模化利用、机械化作业，形成了农产品链条化发展模
式。畜牧业规模化水平不断提高，新建西李楼村、刘
楼村、大李楼村等规范化养猪场6处，生猪全年出栏
量达6万余头，年产值2亿元。创新实施“增收固本”
工程，大李楼、卢庄、黄庄等村庄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为集体增收近16万元，辣椒种植、中药材培育等
特色产业欣欣向荣。

工业经济提档升级，打造共同富裕标杆。
秉持“工业反哺农业、三产融合发展”的理念，

古云镇牢固树立“工业强镇”战略不动摇，高效推进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业经济取得良好发展势
头。古云镇现有33家规上工业企业，截至目前完成
工业产值达80亿元，预计今年年底税收突破5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5.2亿元、招商引资资金到位
4.2亿元、现代化服务业营业收入约6亿元、批发零
售业营业额约13亿元。山东金惠诚失活催化剂综
合利用项目和莘县诚义禽肉深加工项目即将投产运
营，投资1.2亿元的盛乾包装项目和投资1.3亿元的
广庆塑业编织袋技改项目正在施工建设，山东特硅
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的三氯氢硅项目预计
11月份开工建设，中和能源投资148亿元、占地约
3000亩的绿电储能新材料项目地块已选定，正在办
理立项手续……这些企业及项目投产后预计形成
税收3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近6000个，为古云镇经
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成为乡村振兴的一股重要力量。

文旅融合产业兴旺，擘画乡村发展图景。
古云镇充分发挥红色旅游资源优势，以山东省

委重建纪念馆、各村史馆为依托，挖掘全镇红色历
史脉络，弘扬老区革命精神，传承古云红色记忆。
以仙鹤湖水利风景区为依托打造风景宜人的大型
湿地公园，使农业与休闲娱乐、体验文化紧密结合，
形成多种形态的乡村旅游综合体。推进多产业融
合发展。西池村被评为省级塑编特色产业村庄，岳
庄村、秦庄村、文明寨村花生种植和秦庄村秋月梨
等优质农产品项目正在积极组织申报“三品一标”
品牌认证，形成了村庄变景区、农副产品变旅游产
品等多业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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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新风，滋养百姓“快意生活”

“大爷，重阳节马上就到了，我们提前祝您节日快
乐，身体健康。”今年重阳节前夕，古云镇开展了“两节慰
问”和“五为”志愿服务活动，向全镇老年人送上了节日
礼品和祝福，与老人聊聊日常生活，了解其生活中的需
求和困难。

重阳节前后，该镇举行文艺汇演，倡树新时代美德
健康生活方式。一首首歌曲昂扬向上，唱响了朝气蓬
勃、同心追梦的时代旋律，唱出了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
乡的共同情怀，表达了全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的壮志豪情。

今年以来，古云镇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统筹推进文明创建工程，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为奋力谱写古云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的思
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动力、丰润的道德滋养。

建好阵地，传递强音，让乡村力量聚起来。
该镇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阵

地资源，全镇 36 个村、社区全部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新时代文明实践家庭站，打造镇、村、家庭三级网络；
号召文艺志愿者围绕党的方针政策等重点内容编写了
一批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将内涵深刻的“大道理”，转
化成百姓愿意听、能听懂的“大白话”；组建了12支镇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176支村级服务队，并多
次举办歌曲、舞蹈、曲艺、戏剧等专项培训班，推动全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标识化、规范化开展。

凝聚民心，激活资源，让群众心里甜起来。
利用山东省委重建纪念馆这一党史学习教育基地，

打造“习语云咏”宣讲品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
活动；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广场组织开展“黄河流
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巡演，线下覆盖人数2000余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与传统节日及国庆节、植树节等重要节日
相结合，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各
村庄、社区结合各村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特色，收集近
百余件有关黄河流域文化的老物件、村史村志等文物资
料，对村史馆进一步提档扩容。

系统推进，融合提升，让乡村治理强起来。
古云镇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家庭站、乡村复兴少年宫

等阵地为依托，结合群众需求，组织开展了亲子阅读、
“童心筑梦丰收课堂”、“添彩童年生活 辉煌少年人生”、
百人百场讲美德、邻里课堂等实践活动，打造孩子受益、
家长满意、社会赞誉的育人工程、民心工程；创新“党
建+志愿服务”工作模式，打造“云城巾帼红 共绘微幸
福”“云城艺赏”“微爱传递 情暖云城”“云城义警 城市
先锋”“特战救援、传递温情”五大项目品牌，组织开展了
关爱困境儿童、便民大集、“我为创城添光彩”、“文明城
市共创建 美德健康在身边”等系列有针对性、特色化、
多元化的志愿服务活动；组织群众评选身边好人，深入
推进“好婆婆好媳妇”“最美古云人”“星级文明户”“美德
健康莘之星”等典型评选活动，并通过颁发证书、上红榜
等形式大张旗鼓地表彰宣传当选的典型，以有形的榜样
激励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文明的种子已经深深植根于这片热土，渗透在群众
的精神当中。古云镇正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奋力谱写文化振
兴的华美篇章。

未来，莘县古云镇将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
更有力的举措，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
富裕富足，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山东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

古西新村

莘县华祥石化有限公司

文艺志愿者精彩表演

绘就乡村壮美画卷
——莘县古云镇推动乡村“五大振兴”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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