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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苑莘

隆冬时节，寒意正浓。12月
18日，莘县魏庄镇明公集村蔬菜
大棚里却春意盎然，一片片绿油
油的菜苗长势喜人。“去年，我们
合作社人均分红2000元，今年比
去年分得更多。”村党支部书记王
同利说，在合作社的“撬动”下，明
公集村变化挺大，“群众种棚风险
小了、收益多了，村集体也有钱办
事了。”

王同利的感慨来源于明公集
村过去的“窘迫”。这个小村庄虽
然地处莘县大棚蔬菜种植强镇，
村民以种植瓜果蔬菜为主要收入
来源，但以单户散种为主，整体种
植水平低、效益少。村党支部发
挥支部带领、书记带头、党员带动
的“头雁领航”作用，创办莘县明
公集益民果蔬专业合作社，整合
盘活村内分散的土地、资金、资
源，最大程度发挥土地的规模化
效应。

“只有‘抱团’成立合作社，才
能适应市场。”王同利介绍，村里
的党员逐户宣讲建立合作社的好

处，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土地入股、资
金入股等多种形式吸引了很多村民
入社。“目前，合作社总规划面积 260
余亩，累计建造蔬菜大棚 156 个。通
过创办合作社，村民的钱袋子一年一
年鼓起来，生活更有奔头。”王同利回
忆领办合作社的探索之路，感慨颇
深，“支部建设强、党员作用好、集体
增收快、群众实惠多”。

合作社的建立改变了明公集村
大棚种植、蔬菜销售“单打独斗”的局
面。村里建立了“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新模式，将集体和群众凝聚为利
益共同体，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培育
种植瓜果蔬菜，让党支部成为引领合
作社的鲜红旗帜。“我们合作社与天
津德瑞特种子公司等多家公司达成
合作关系，所推广的种苗均经过充分

引种试种与市场调研，种子、幼苗、肥
料等实现统一按市场批发价采购，切
实减少种植成本，种苗整齐健壮、根
系发达、成活率高，后期无论从抗病
性、产量还是市场表现上都十分优
秀。”王同利说，集中采购降低了种植
大棚蔬菜的成本。

有了党支部和集体的背书，明公
集村卖菜的“信誉积分”猛涨。合作
社与多家有实力的企业签订了收购
合同，很多蔬菜在大棚里就已经是售
出状态。

合作社采取“保底+分红”模式，
村集体和社员经济收入逐年增加，
2021年村集体收入突破5万元，社员
人均年分红2000元。此外，合作社还
常年提供就业岗位百余个。目前，合
作社受益农户58户，预计2022年经营
收入可达25万元，增加村集体收入6
万余元。

“通过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形
式，明公集村民的幸福感越来越高。”
王同利说，明公集村已经距离“建一
个合作社、兴一项产业、富一方百姓、
树一面旗帜”的目标越来越近，未来
他们将把合作社越办越红火，让更多
村民从发展中受益。

支部领办合作社 鼓起农户钱袋子

在明公集村的育苗棚里，社员正嫁接种苗。■ 任艳如

图为 12 月 19 日拍摄
的茌平区贾寨镇耿店村农
村公路。茌平区交通运输
局大力推动“四好农村路”
工程建设，以“建好、管好、
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为
目标，加大建设投入，探索
养护新模式，着力提升农村
公路出行条件和服务品质，
改善群众出行环境，让群众
进出有好路、产业有出路、
致富有门路，切实提高人民
群众的满意度，打造宜居宜
业美丽新农村。■ 葛思逸

本报讯 （李新秀）“俺想要点白
萝卜和黄瓜，请董站长今天去城里的
时候给买点。”“好嘞！大娘，我买回来
给你送过去。”12月16日，临清市大辛
庄街道辛盛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
董良秀一早接到孤寡老人王桂红的视
频通话。

临清市大辛庄街道借助“学习强
国”智能电话功能，及时掌握村里独居
老人的生活动态，了解他们的生活需
求，精准开展“一对一”暖心服务。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通过“学习
强国”智能电话，及时了解群众需求，根
据群众需求，精准制定服务清单。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站长每天通过“学习强
国”视频会议将服务清单通知给志愿
服务队，志愿者按照群众需求建立服
务台账。同时，志愿者根据群众需求，
开展帮办代办服务，及时上门为群众
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确保志愿服务及
时又暖心。

“我们村村民现在基本都会使用
‘学习强国’App，不仅能解决群众听新
闻、学政策的需求，同时还能帮助我们
精准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真正打通了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大辛庄街道
辛盛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张汉红
说。

大辛庄街道

借助“学习强国”平台用心为民服务

■ 本 报 记 者 林晨
本报通讯员 张震

12月19日，在阳谷县定水镇坡里
村东南侧的8个鱼塘里，水清鱼跃，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 8 个鱼塘面积一共 150 余亩，
主要养殖鲤鱼、草鱼、青鱼、白鲢和花
鲢，年产鱼大约20万公斤。这鱼塘就
是个致富塘，俺打心眼儿里高兴！”看
着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站在岸边的
养殖户李海波喜笑颜开。

如今的坡里村东南侧鱼肥水美，
生态宜人，可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
是长满荒草的废窑坑。定水镇政府人
居环境工作负责人王凤伟指着眼前的
鱼塘和周边的农田告诉记者，这里曾
经是一处占地50余亩的砖瓦窑厂，在
动土作业中形成了一片大坑，窑厂关
闭后，大坑和周边荒被长时间荒废，严
重影响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土地资源
浪费。“前几年，大坑里面有垃圾，下雨
后就变成臭水坑，老百姓都不愿意从
旁边经过。”坡里村村民张希磊回忆

说。
近年来，为有效解决坡里村废窑

坑问题，阳谷县向有关部门申请专项
资金，通过坑塘回填、土地复垦、修建
护坡、土地平整、新修道路、安装围网
等措施，对这片废弃土地进行生态修
复。最终，在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共复垦出耕地20余亩，新修坑塘护
坡 1480 米，安装了坑塘围网 1517 米，
还建设了高标准鱼塘4个。

借助这次生态修复机会，养殖户
李海波跃跃欲试，先是承包了4个高标

准鱼塘，后又通过土地流转，再建了4
个鱼塘。“坑塘改造成鱼塘，不仅能够
改善村居环境，还可以让我们增收致
富，真是件好事。”养殖户李海波告诉
记者。

“我们将强化党建引领，继续帮助
村庄上做好土地保护工作，帮助村民把
特色养殖产业做大、做强，形成生态调
节、村民受益、集体增收的好局面，为乡
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定水镇
党委书记闫瑞鹏说。

废弃窑坑变身致富鱼塘

12月18日，阳谷县博济桥街道志愿者在蔬菜大棚帮助农户采摘蔬菜。为缓
解用工压力，博济桥街道组织志愿者进大棚开展助农志愿服务活动，帮助农户种
植、采摘果蔬。 ■ 葛思逸

本报讯 （记者 王军豪）“‘雨露
计划’让我安心上学，没了后顾之忧。
我今后一定努力读书，回报社会。”12
月17日，在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就读的
郭刚（化名）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郭刚一家是东阿县大桥镇郭口村
低保户，母亲二级残疾，父亲在村内干
公益岗。今年，郭刚要去青岛上学，一
家人虽然高兴，但也为他的学费犯了
愁。大桥镇乡村振兴办工作人员得知
情况后，第一时间为郭刚申请了“雨露
计划”。该计划能让郭刚每年获得
3000元的补助。

为切实减轻脱贫家庭子女就学的

经济压力，大桥镇扎实做好“雨露计划”
补助发放工作。全镇30名乡村振兴联
络员和87名帮扶联系人走村入户，向脱
贫户、动态监测户家庭宣讲“雨露计划”
相关政策。此外，他们还通过多种方式
开展广泛宣讲，让居民知晓“雨露计划”
补助申请条件、发放标准、发放流程及
申请所需材料等信息。镇乡村振兴办
将前期了解到的基本情况与全国防返
贫动态监测信息系统内数据进行比对，
准确、全面地摸排符合条件的学生数
量，确保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学生不落
一人。2022年，该镇共发放“雨露计划”
补助2.85万元。

大桥镇

“雨露计划”圆困难学生求学梦

本报讯（通讯员 李成新）“我们
以全面开展村庄清洁行动为抓手，以
党建全面引领为机制，着力打造美丽
宜居新农村。”12月16日，阳谷县高庙
王镇党委副书记俞丽娟说。

高庙王镇党委、政府坚持“抓大整
治，大抓整治”原则，成立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构建“镇党委+新村主包+包村
干部+村两委+村民小组+胡同长+联
户家庭”七位一体工作体系，制定了

《2022 年高庙王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实施方案》，逐步实现规范化、制度化、
精细化。

该镇动员党员干部、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者积极加入“巩固成果我来
干，为民服务我参加”主题活动，在村

内大街小巷、坑塘田间查找问题。目
前，全镇出动人力6000余人次，动用机
械 500 余台次。通过此次活动，村内

“三大堆”、闲散宅基等整治成效显著，
实现了全镇村容村貌大提升。

为建立考核长效机制，该镇坚持
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整治人居
环境工作纳入各村年度目标考核，与
各村绩效考核直接挂钩，奖优罚劣；大
力实施“党建+电商”模式，着力推进电
商平台建设，以企业、农业合作社等为
依托，设立电子商务服务站点3处，推
动玻璃制品、朝天椒、黄桃、黑头羊等
当地特色工农业产品在网上“走出
去”，促进镇域内产业“线上线下”融合
发展。

高庙王镇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