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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邓彤彤

“打扫自家房前屋后的卫生，本来
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没想到还可以攒
积分兑换礼品，以后我要积极参加村
里活动，多攒点积分换个大奖励。”近
日，高唐县梁村镇琉璃庙村村民赵德
清在村里的乡村振兴积分超市，凭上
个月参与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积攒
的积分，领取了一桶洗洁精和一袋洗
衣液。

今年以来，琉璃庙村开展乡村振兴
积分超市试点行动，每周组织党员、群
众代表对全村108户村民房前屋后卫生
及参与村内活动情况现场打分。得分
情况记录到每户一本的积分存折上。
检查结果定期通过宣传栏、微信群等
方式进行公示，村民可凭积分到积分
超市兑换相应物品。积分超市由专人
管理，建立台账，将兑换情况记录在
册。

“每户村民每月有5 分基础分，在
每周的人居环境整治检查中，能保持
自家卫生整洁的可获得5个积分，不达
标扣 5 分；房前屋后没有垃圾和生活
污水的得 3 分；义务参加村内组织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也有
相应加分。积分存折上分越多，能兑
换的物品就越多。”琉璃庙村党支部书
记卢风劲介绍，今年，琉璃庙村通过建
立积分超市，引导村民主动参与人居
环境整治及村庄治理，取得了良好效
果。

“通过逐步探索和运营，目前积分
项目涵盖人居环境整治、美丽庭院创
建、四德建设、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等多
个方面。我们实行正反向赋分标准，
实施结果运用和积分兑换的激励举
措，充分调动了群众自发参与村庄治
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梁村镇党委书
记董大震说。

小积分“兑”出文明风

本报讯 （记者 吕晓磊 通讯员
孙书亚）“感谢医生上门为我老伴做
残疾评定，这下我们可以放心了。”近
日，临清市松林镇姚楼村村民杨士莲
的家属张琴芳拿着刚刚办好的残疾证
说。

今年，松林镇便民服务中心残联
聚焦解决残疾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推出上门评残服务，实现了让残疾群
众少跑路、不花钱就能享受到优质高
效的服务。

家住姚楼村的杨士莲因为身体残
疾，出行不便。松林镇便民服务中心
残联工作人员获悉后，和评残专家一
起上门为杨士莲检查身体状况，并仔
细询问病史及致残原因，结合残疾人

实际身体状况做出残疾评定，并给予
康复建议和指导。

据了解，上门评残服务对象主要
为卧床不起、出行不便的残疾人。在
现场，工作人员与残疾人及家属亲切
交流，了解残疾人生活状况及家庭情
况，积极宣传各项惠残助残政策，耐
心答疑解惑，听取诉求，收集意见。
同时，对不符合办证条件的人员，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耐心细致
地宣传讲解了相关办证政策和康复
技巧。

上门评残服务有效地解决了行动
不便群众“办证难”的问题，把“群众
跑”变为“工作人员跑”，切实打通了助
残服务“最后一米”。

松林镇

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米”

7月11日，茌平区温陈街道大慈村村民在管护油葵。近年来，茌平区将美丽乡村建设同生态建设相结合，充分利用废弃宅基、房前屋后等空闲土地种植油葵、
油菜花等经济作物，在美化环境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让门前“方寸地”成为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 马红坤 刘家玮

■ 本报记者 苑莘

7月10日，莘县徐庄镇蔬菜种植
基地的大棚里，徐胜平正在精心伺
候着棚里的作物。日照强度，空气
的温度、湿度，土壤的墒情……这些
都是他关心的内容。

徐胜平拥有多重身份：他是农
民，租种着徐庄镇蔬菜种植基地的
几座大棚，每年靠种植羊肚菌收入
几十万元；他是农业技术研究员，担
任着莘县鲁西农业生物科技研究所
副所长的职务，熟练掌握多种食用菌
的种植技术，被评为全市优秀科技特
派员和农民农艺师；他是农业技术推
广员，曾把姬松茸、黑木耳、杏鲍菇、
草菇、鸡腿菇、茶树菇、羊肚菌等引入
莘县并发展壮大；他还是产业发展的
引领者，作为东方森源食用菌专业
合作社的负责人，将多个菌种的推
广、种植、销售连成了完整产业链。

人们通常把像徐胜平这样拥有
多重职业和身份、过着多元生活的
农民称为“斜杠”农民。而徐胜平的

“斜杠”生活则与莘县的食用菌产业
发展直接相关。“作为其中一分子，
我有幸目睹和参与了莘县食用菌产
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过程。”
徐胜平说。

事情要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说
起，当时，莘县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如
火如荼，蔬菜大棚如雨后春笋般快
速铺开。反季节蔬菜种植在丰富了

城市居民餐桌的同时，也让当地农
户走上致富路。

1988 年，高中毕业的徐胜平正
赶上了这一波浪潮，爱学习、肯钻研
的他决定参与其中。通过学习，徐
胜平很快就掌握了食用菌的种植技
术。1995年他在徐庄乡（现徐庄镇）
负责全乡双孢菇技术指导，1996 年
应聘到岩集乡（已撤销，划入王奉
镇）任双孢菇栽培技术总顾问，实现
了该乡双孢菇栽培的“开门红”。
1997 年，在担任莘县食用菌科技开
发中心副经理时，他主持并完成了
菌种规模化生产，双孢菇层架式栽
培及二次发酵，双孢菇专用肥，蘑菇
生长健壮素，混合覆土材料，菌菜、
菌菌轮作等方面技术研究和推广工
作。

此后，徐胜平又陆续完成了姬
松茸、黑木耳、杏鲍菇、草菇、鸡腿
菇、茶树菇等新品种的引进、试种
和基地栽培技术指导。他主编的

《珍稀食用菌栽培技术资料》，形成
了完整的珍稀食用菌栽培技术方
案。

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专家，徐胜
平经常会登上电视荧幕。在全县食
用菌产业发展的关键阶段，他每年
要在电视上开展食用菌技术讲座 6
期以上。聊城市劳动模范、全市科
学技术进步奖、全县科技先进工作
者、莘县科技拔尖人才……徐胜平
收获的荣誉数不胜数。

作为一名农民，徐胜平非常了
解种植户的所思所想。近几年，徐
胜平把工作的重点从教给农民怎么
种，改为带着农民一起种。“当前，随
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单纯的技术推
广问题不大，需要快速扩大产业规
模来解决农户购买菌种、产品销售
上的不便。”2021 年，解决了羊肚菌
稳产丰产难题的徐胜平开始建设食

用菌种植基地，带动100多位农户种
植羊肚菌。

“莘县食用菌种植历史悠久、产
业基础好，我们将努力发展起珍稀
食用菌产业，丰富群众的餐桌，让更
多农民兄弟发家致富。”徐胜平说，
待到羊肚菌产业发展成熟，他将继
续学习先进种植技术，发展新的珍
稀菌类种植产业。

“斜杠”农民进阶记

本报讯 （记者 马永伟 通讯员
解黎明） 7月9日，阳谷县西湖镇赵王
楼村的两位村民来到村党支部，非要
讨个说法。据了解，二人是因为耕地
地界不清起了矛盾，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有理，都不甘示弱。

见二人吵得不可开交，赵王楼村
党支部书记赵士林便请来了村里“德
高望”乡贤会会长赵士岭来解决纠纷。

“他的玉米种得朝外了一些，占
了地界线，确实是他的不对，但你看
这玉米都已经出苗了，种点粮食不
易，咱总不能现在拔了玉米再旋出一
畦呀？等收了这茬玉米，我找人量
量，把这畦旋好，你们看行吗？邻里
之间免不了吵架拌嘴，远亲不如近
邻，和气生财嘛。”赵士岭耐心地调
解。

两个人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也相
信乡贤会能公平公正处理这件事，表

示愿意和解。这是西湖镇以“乡贤调
解”助力乡村善治、以德治激发乡村善
治活力的一个缩影。

乡村治理，德治是根本。西湖镇
注重发挥老党员、老干部等乡贤的影
响力，在各村党组织成立“德高望”乡
贤会，将乡村品德威望高、群众基础好
的乡贤选拔到乡村治理队伍中来，动
员农村“五老”人员积极参与乡村治
理，注重运用道德评议的力量解决一
些镇、村基层组织不好解决的琐事、难
事。

“西湖镇将持续以道德约束引领
治理自觉，发挥德治在弘扬社会正
气、促进社会向善等方面的教育引
领作用，不断推进移风易俗，以德治
引领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治理水平
的大提升。”西湖镇党委书记侯庆涛
表示。

西湖镇

“乡贤调解”赋能乡村治理

■ 文/图 沈欣欣

“我本是一个在土里刨生活的农

村孩子，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把

我的一切都献给党和人民。”7月10日，

聊城市军休所军休干部李金森说。

李金森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市的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儿时，他便立志要

当一名军人。1973年他怀揣着军人的

梦想光荣入伍，从那以后的30多年间，

他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祖国

的消防事业。

从部队退休后，本该安享晚年的

李金森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积极参

与市军休所军休干部党支部改选。

“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义不

容辞！”李金森说。2018 年，他当选为

聊城市军休所军休干部第二党支部

书记。

市军休所军休干部第二党支部共

有53名党员，由于成员的个人经历、文

化背景、身体情况各不相同，且居住分

散，管理难度不言而喻。

在困难面前，李金森选择迎难而

上，他坚持与时俱进，精心制订学习

计划、广泛开展政治学习活动。多年

来，他带领党支部成员先后向党员干

部发放学习教材、学习笔记 200 余

本，推送学习文件、材料 50 余份，登

门送学 20 余次，印发工作简报 38 期，

设立党建网络信息管理员，在网上推

送各种正能量信息 2000 余条……在

他的带领下，市军休所军休干部第二

党支部积极融入地方和社区，先后与

聊城市技师学院学工处党支部、柳园

街道利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支部结

成共建党支部，实现资源共享，共融

共建。

李金森还创新提出了“一档两

组三平台”工作措施。“一档”即建立

健全党员信息档案；“两组”即成立

党 员 志 愿 帮 扶 组 和 志 愿 宣 传 教 育

组；“三平台”即打造支部支委工作

网络平台、党小组学习网络平台和

党员之家网络平台。该措施新建和

规范了八大类三十六种档案。他的

创新做法被推介为全市老干部工作

的典型案例。

李金森还非常热爱公益事业。聊

城市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前韩村村民

韩长春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妻子患有

精神疾病，两个孩子还在上学，生活异

常困难。了解情况后，李金森立即组

织支部党员捐款捐物，并多次去他家

献爱心。疫情期间，聊城市军休所军

休干部第二党支部向武汉捐款 6750

元……

任职以来，李金森代表党支部先后

到医院或家中慰问军休老干部20余人

次，受到了广大军休干部的广泛赞誉。

在李金森的带领下，聊城市军休

所军休干部第二党支部涌现出一批

军休干部先进典型，黄志兵、解树祥

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军休干部”“全

省优秀军休干部”；三名同志荣登“聊

城好人榜”。聊城市军休所军休干部

第二党支部连续 4 年被中共聊城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委员会评为先

进党支部；2020 年被聊城市委老干

部局、离退休干部工委评为“五星级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2021 年被省委

组织部、省委老干部局、省委离退休

干部工委评为“在本色家园创建活动

中表现突出的离退休干部党组织”；

2022 年，李金森被山东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评为“全省优秀军休干部党支部

书记”。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李金

森以坚定的政治立场，严谨的工作作

风，满腔的工作热忱，全心全意，鞠躬

尽瘁，脚踏实地，践行着一个老党员

的初心使命，也诠释着自己生命的价

值和意义。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记聊城市军休所军休干部第二党支部书记李金森

■ 于伯平

在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大背景下，想要实现从“土里
刨食”到“土里掘金”转变，仅靠过
去积累的老经验是远远不够的。
新技能从哪儿来？农民培训是重
要手段。而徐胜平这样的“斜杠”
农民就是开展农民培训的最好资
源。

在农民眼中，徐胜平这样的人
就是身边的能人、“秀才”。他们可
能是摸爬滚打的种田高手、养殖能
手；可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大中
专毕业生；也可能是身怀绝技的能
工巧匠、民间艺人。因为根在民
间、长于乡土，他们对脚下的土地
更熟悉，振兴乡村的愿望更强烈，

示范、带动作用也更明显。
然而，这些人往往散落在乡土

的各个角落，有的可能还“养在深闺
人不识”。所以我们要树立“只要身
上有本事、手里有绝活，就是人才”的
观念，建立培育和挖掘“土秀才”的相
关制度；要将辨才识才的眼光放广，
通过实地走访、广泛推荐、精准识别、
重点筛选等措施，将不同类别的“土
秀才”选出来、挖出来，让他们成为撬
动乡村振兴的“杠杆”。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发挥现有
人才的“传帮带”作用，引导他们和传
统农民“结对子”，将经验推广开来，
培养更多继承者、后来人；要着眼不
同地区产业特点，大力推广免费实用
技术培训，定向培养人才，使人才能

“请进来、走出去、带回来”。

让“斜杠”成“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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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森在临沂市参加山东省离退休干部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