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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崔崴

6 月 16 日，天气炎热。在莘县观
城镇孟秋寺村村头的一片低洼地里，
省司法厅派驻孟秋寺村第一书记乔华
勇正和村民们一起向坑塘里投放泥鳅
苗。

“这一批泥鳅品种是‘水花苗’。
别小看它们，这可是我们的宝贝疙

瘩。”乔华勇从泥鳅苗池里小心翼翼地
舀起一瓢水，里面成百上千比蚂蚁还
小的泥鳅苗来回游动。

“孟秋寺村地势低洼，坑塘多。前
些年村里卫生条件差，坑塘里垃圾遍
地、臭气熏天。如何把环境治理与坑
塘利用有机结合，一直是村‘两委’研
究思考的问题。”乔华勇对记者说，“通
过大家的努力，全村清理出7个坑塘，

大约18.9亩。村委会牵头成立了养殖
合作社，开始种植莲藕、养鱼。但是种
莲藕效益低，村民积极性不高。后来，
我们咨询了省农业技术专家，并经过
实地调研，决定把村东头 4 个位置相
连的坑塘和之前的鱼塘用来发展泥鳅
养殖。泥鳅养殖投入少、产出高、便于
管理，预计每亩年收入能达到 9 万多
元，村民积极性很高。”

58 岁的省司法厅干部乔华勇，
2021 年 10 月被选派到莘县观城镇孟
秋寺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驻村以
来，他和其他驻村干部一起，用脚丈量
着村里每一寸土地，用心寻找村民致
富的“法门”，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用
力推动乡村振兴，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2021 年，村里利用清理收回的
几十个闲置大棚，通过招商引资，引进
了与君乐宝合作的聊城华盛牧业奶牛
养殖项目。采取股份制形式，鼓励村
民投资入股。奶牛场每年需收购高湿
玉米、青储玉米或秸秆 8000 吨以上，
既能解决秸秆综合利用难题，又能带
动当地农民增收。”乔华勇说，“奶牛场
建设初期，我们向省司法厅争取了近
百万元的项目资金。目前，奶牛场日

均产奶量达到 4 万吨，每年能为村民
和村集体增加几十万元的收入。”

“现在村里建了个大广场，俺们这
些老人遛弯散步、拉呱唠嗑有了好去
处。”村民李大爷笑着对记者说。

“这个法治文化广场原来是一块
荒地，全是杂草。村‘两委’通过征求
村民意见，因地制宜修建了广场。现
在这里已经成为群众休闲的好去处、
法治宣传的好阵地。”乔华勇介绍。

“不仅是法治文化广场，这两年村
‘两委’配合工作组，把村里的路都修
了一遍。”说起工作组干的一件件实
事，孟秋寺村党支部书记李发亮如数
家珍，“争取帮扶资金80多万元，对村
内2.9公里的生活道路进行了硬化升
级改造，同时修建了2.8公里生产路，
铺设雨污管道6000米，方便了村民的
生产生活。”

“坑塘治理和利用，目前仍然是孟
秋寺村发展过程中的急难愁盼问题。
我们准备对坑塘进行防渗和植绿处
理，引来活水，形成生态水面。把特色
水产养殖和环境美化有机结合，把坑
塘变成‘景观带’和‘聚宝盆’。”乔华勇
说。

坑塘“变脸”环境变现
——孟秋寺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本报讯（通讯员 张明珠）“我都
不用回去，刘所长就帮我申请补领了
残疾人证，让我可以好好在这里打
工。真是太感谢刘所长了！”近日，临
清市刘垓子镇尹庄村村民王维磊充满
感激地说。

王维磊一直在济南务工，前段时
间不慎丢失了残疾人证，因为不想耽
误工作，他便给刘垓子镇民政所打电
话咨询是否有便捷办法。该所所长刘
立雪了解情况后，立刻通过系统查询
得知其残疾人证还在有效期内，建议
王维磊暂时不用重新鉴定，可以申请
补领。随后，她尽快收集所需材料，并
在3天内帮其办理了补领业务，第一时
间将办好的残疾人证邮寄到了王维磊
在济南的务工单位。

王维磊收到残疾人证后，为表示
感谢，来到刘垓子镇便民服务中心，向
刘立雪送上写有“细致入微暖人心 真
情扶残办实事”的锦旗。“残疾人在外
务工本来就不容易，我只是尽力做好
自己的工作，我们的每一次服务都关
系着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刘立
雪说。

给王维磊查询、补办并邮寄残疾
人证是刘垓子镇便民服务中心实现跨
省通办、提升政务服务能力、让群众享
受更多便利服务的缩影。该中心将进
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提升政
务服务便捷度，实现群众办事跨省通
办、异地代收代办和全程网办，切实做
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刘垓子镇

便民“小窗口”服务“大民生”

6月18日，在东昌府区鼎顺
养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巡查
肉种鸡生长状况。该公司实行
自动投料、自动控温、自动清粪、
自动消毒等现代化饲养管理，日
产种蛋8.5万枚，年孵化肉鸡苗
2500万羽，吸引40多名周边村
民就业。

近年来，东昌府区农业农村
部门大力引进现代化、规模化、
生态化的畜禽养殖项目，既做大
了产业，又促进了就业，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有力保障。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 本报记者 赵宗锋

“一场白事下来，比之前省了
8000—10000元，群众打心眼里支持我
们的改革举措。”6月16日上午，在东
昌府区道口铺街道邵月河村，网格党
支部书记王广智说起移风易俗，十分
感慨。

“以前白事用的大棺材，少则两
三千元，多则四五千元。在推行火
葬之后，大棺材里装上小骨灰盒，其
实就是典型的铺张浪费。”王广智

说，从 3 年前开始，村里通过召开党
员大会和群众大会，一致决定对此
进行改革，全部取消了大棺材。

“不仅如此，我们还进一步强化
了红白理事会的作用，明确红白事帮
忙人员的具体分工，取消了白事上的
孝衣孝帽，吃饭一律大锅菜，更对红
白事用烟用酒明确标准，谁也不能超
标。”王广智说，这些措施实实在在地
为群众减负，赢得了大家的广泛支
持。

“其实，大家都知道铺张浪费不

好，但谁也抹不开面子。说实话，办
一场白事花费几万元，相当于地里
好几年的收成。”该村红白理事会会
长王广胜说，现在推行移风易俗，陈
规陋习被打破了，大家都说好。

“以前赶上红白事，村里帮忙的
人 能 坐 好 几 桌 ，比 外 来 的 亲 戚 都
多。”该村村民邵书友说，现在红白
理事会指定帮忙人员，其他人员一
律不用参与，既减轻了主家的负担，
也是给其他村民“松绑”。

“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在老人生

前多孝敬，而不是去世后讲排场。”
王广智说，如今，尊老爱幼的文明新
风越来越深入人心了。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
明乡风，移风易俗是关键。在王广智
看来，移风易俗不只是简单地反对铺
张浪费，更是为乡村振兴“铸魂”的过
程，“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
才能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乡村文明才能有新气象。”他
说。

“打破陈规陋习，大家都说好”
——道口铺街道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正气

孟秋寺村新建的法治文化广场

■ 本报通讯员 张清强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往年这个时候，冠县清泉街道
耿儿庄村种粮大户姚理岗天天往农资店跑，货比三家选购农
资。但今年，他20多亩地所需的化肥全是通过合作社在网上订
购的，并且送货上门。“同样的化肥，市场上每袋卖130元，在平
台上115元就能买到手，仅化肥这一项，就节省300多元。”姚理
岗说。

“刚开始有顾虑，怕价格贵，更怕化肥假。”第一次在网上采
购农资，姚理岗坦言最初也很忐忑。但当他看到平台上参与竞
标的全是知名企业，成交价格也普遍比市场价低10%，而且可以
送货上门后，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姚理岗所说的平台，是冠县为解决土地托管过程中出现的
系列难题而打造的“农业托管全产业链交易服务平台”。该平
台涵盖物资采购、财务管理、作业监督等10余项内容，为托管土
地提供全流程服务。

交易平台的优势在哪里，又是如何让农民得到实惠的呢？
清泉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前不久，该街道在平台发
布了一则农药采购需求，多家供货方参与竞价，总价从15000元
降到9000元，便宜了40%。

今年夏种农资采购中，清泉街道安排专门力量，对所有
农户采购需求进行汇总，以村为单位集中采购。交易平台架
起农资企业和基层交易的桥梁，去掉中间商环节，达到降低
成本的目的，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农资。截
至 6 月 16 日，清泉街道在该平台先后购买化肥 742 吨、农药
165 箱、生根剂 30 箱，累计为各类经营主体节省资金 40000 余
元。

“我们将继续推进平台建设，全面提升生产智能化、经营网
络化、管理高效化、服务便捷化水平，更好地为‘三农’服务。”清泉街道党工委书记
高秀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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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茌平区振兴街道大崔村农民正在装运收获的土豆。近年来，大崔
村因村制宜，大力发展土豆产业，今年600余亩土豆喜获丰收，平均亩产3000公
斤。 ■ 本报通讯员 马林文

本报讯（通讯员 刁国辉）“我来
办理营业执照，没想到有纪委的同志
陪走流程，咱们大厅的志愿者也主动
帮办代办，本来要跑好几次的业务一
次就办完了，才用了不到1个小时。”6
月15日，在茌平区胡屯镇便民服务大
厅，正在办理业务的商户徐先生满意
地说。

为认真落实省、市、区纪委监委开
展护航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有关要
求，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胡屯镇纪
委聚焦优化营商环境监督重点，以模
拟办事、陪走流程的方式开展日常监
督，在镇便民服务大厅内，由工作人员
指引，镇纪委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大厅
的窗口设置、办事指南、服务流程、服
务事项，深入查找工作人员是否存在

“庸懒散浮拖”的工作作风以及“吃拿
卡要”等问题。

近年来，胡屯镇便民服务大厅积
极推出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
等贴心政务服务，推出综合便民服务
区，为群众提供免费读书、医药救助、
免费Wi-Fi等便民服务。同时，通过陪
走流程等方式，进一步了解群众诉求，
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办事群众满意度
不断提升。

“接下来，我们将进项目、进园区、
进工地，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
会等形式，继续深挖营商环境方面的
问题。同时，加强与信访、审计、12345
市民热线等部门的沟通协作，树牢‘有
解思维’，对发现的营商环境方面问题
及时研判、重点督办，跟进监督相关部
门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助推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该镇纪委书记赵
楠楠表示。

胡屯镇

陪走流程优化营商环境

■ 本报通讯员 刘晓丽

“实行积分制管理以来，党员群
众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开党
员会，在微信群里通知下去，大家都
准时到会，麦收期间招募志愿者，我
们支部合作社里的农活大家都争着
干，看谁挣的积分多。在积分制的
带动下，我们村的工作现在有了很
大提升。”日前，在阳谷县阎楼镇关
庄新村的“信誉+”积分现场推进会
上，关庄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岳喜鹏在作经验介绍时说。

为进一步提升党建引领乡村治
理能力，提高村级治理水平，阎楼镇
通过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探索建立了
农村居民社会信誉评价体系。要求
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党员率先垂范，引导村民积极参
与村庄事务、接受村庄管理、规范诚
信行为，不断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的内生动力。

“通过学习威海荣成、济宁任城
等地的乡村治理模式，我们选定在关
庄新村等地试点推行‘信誉+’积分评
价体系，‘信誉+’积分主要围绕党员

管理、文明乡风、人居环境等方面展
开，并融入到新修订的村规民约中，
将村规民约‘硬约束’与‘信誉+’积分

‘软约束’有机结合，有效破解目前村
级存在的各项治理难题。”阎楼镇党
委书记李森介绍。

阎楼镇的《村民积分评价指标》
内容主要由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村
容村貌、村庄建设、公共秩序、道德文
明等组成，并根据村民积分情况给予
信誉等级评价，以此激发村民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参加村级各项工作事务
的积极性。目前，村民每天主动做好

门前“三包”，将院内外物品整齐有序
摆放，家庭和睦、邻里和谐、文明诚信
的良好社会风尚正逐步形成。

阎楼镇王庄村把村民理事会、道
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成员纳入到村
信誉评审会，重点开展移风易俗、破
除陈规陋习限期整改活动，对于不按
规定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不彻底
的，直接给予信誉减分。同时，通过
广播喇叭进行点名通报，让群众自觉
做到以守信为荣、失信为耻，营造全
村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小积分”积出乡村治理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