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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目伦
本报通讯员 闫洪涛 牛贵葆

“2022 年，全村集体经济收入
51 万元，人均收入3 万元。”7 月10
日，莘县大王寨镇东丈八村党支部
书记辛灯涛向记者谈起了他的强
村“三板斧”。

2016年，辛灯涛开始担任东丈
八村党支部书记。“为官一任，就要
造福一方，我要让乡亲们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辛灯涛是这么说的，也
是这么做的。

上任后，辛灯涛带领村“两委”
成员积极争取上级帮扶项目，筹资
31 万元，把全村 5.6 公里的生产路
修成柏油路；又筹资31万元，硬化

了村内的15条胡同。
东丈八村紧靠鸿雁渠，但河堤

破损严重，为此，辛灯涛带领群
众，连续奋战一个多月，整修河堤
3600多米，栽植绿化树3000多株，
既方便了农田灌溉，又美化了乡
村环境。

几年来，辛灯涛带领群众先后
建设蔬菜大棚 580 多座，果园 360
亩。目前，全村蔬菜大棚年收入
达6000多万元，果园年收入350万
元。

“2022 年 3 月，我们创办了莘
县大王寨镇东丈八村农业专业合
作社，现有社员259户。”辛灯涛说，
合作社采取“党支部+企业+社员”
模式，为村民集中提供质优价廉的

农药、化肥、农膜等农资产品和技
术服务，农资成本降低了30%。从
2021年开始，东丈八村全体村民免
交水费、卫生费和部分保险费，实
现了“支部有作为、群众得实惠、集
体增收入”。

“我们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的发展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前期重点围绕农资采购、农技服
务和果蔬销售等环节为村民提
供一条龙服务，让村民得便利、
获实惠、能增收；中期将着力打
造果蔬品牌，提高果蔬影响力。
后期将在智慧农业、产业链延伸
等领域积极探索。”对于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的规划，辛灯涛这样
说。

辛灯涛的强村“三板斧”

■ 本 报 记 者 马永伟
本报通讯员 庞诗刚

“赵书记，这几本作业本是
全新的，因为孩子上初中不

需要了，不嫌弃的话就捐
给咱村的‘美德银行’
吧。”

“赵书记，这里有
好几袋洗衣粉，我也捐

出来吧。”
“给孙子买的玩具堆满

了一屋子，我捐一部分。”
……
连日来，临清市青年路街道

十里坞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
挤满了前来捐赠物品的村民，这

可忙坏了十里坞网格党支部书
记赵保贞和实践站工作人员。

“乡亲们听说村里建了‘美德银
行’，争着抢着捐赠物品，学习用
品、衣服、玩具、日用品样样俱
全。我们对所捐物品进行了分
类，根据物品价值折算为‘美德积
分’，村民可用积分兑换其他商
品，也就是以物换物。”“美德银
行”管理员黄润萍说。

为深入推进美德信用建设，
十里坞村将一处废弃院落改建
为党群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设置宣讲室、妇女之家、
文体活动室、温馨书屋、矛盾调
解室、党史展馆、村史馆、暖心家
园、志愿服务站、老年活动中心

等多个功能室，并于 2022 年 9 月
建成了临清市第一家“美德银
行”。

“刚建成的时候，‘美德银行’
内的所有商品全部来自集体购
买，后来就变成了村民无偿捐
赠，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村里的开
支，还为村民家中闲置物品找到
了一个新归宿，减少了浪费，可
以说是一举多得。”赵保贞说。

十里坞村制定了“美德银行”
管理办法，明确了积分兑换办法和
积分标准。“我们鼓励村民通过捐
赠物品和积极参与村级事务，获取

‘美德积分’。我们制定了多项积
分标准，比如根据村民参加村内志
愿服务时间确定积分，每小时积5

分；做好人、好事的，根据相应情况
每次计10—30分；评选为好婆媳、
好儿女、文明信用户，甚至家里孩
子考上名牌大学、参军入伍等都有
积分奖励。”十里坞村第一书记孙
志涛说。

十里坞村以户为单位建立
“美德积分”台账，村民通过倡树
文明新风、弘扬美德信用正能
量、参与志愿服务等获得相应积
分，积分累计到一定分值可以到

“美德银行”兑换商品，从而使
“美德银行”成为村民主动参与
村庄建设的“助推器”“计量表”，
倡树美德新风的“宣传站”“展示
区”。

村里有家“美德银行”

■ 本报通讯员 刘晓丽

“联通公司为我们
搭建的数字乡村平台，
将村里的大小事都‘搬’
到了手机上，现在，村民
足不出户便知全村事。”
7 月 11 日，阳谷县阎楼
镇张岩寨新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张伟说。

为更加高效、快捷
收集群众的诉求建议，
架 设 干 群“ 连 心 桥 ”，
2021 年，张岩寨新村在
联通公司的协助下，打
造了“智慧社区”平台，
让村级治理智慧化、数
据化、便民化。

依托“智慧社区”平
台，张岩寨新村将村庄划分为5 个总
网格，46个小网格。“我们把有劳动能
力的党员分布到46个小网格中，由村

‘两委’成员兼任总网格长，负责监督调
度日常工作。”张伟说，张岩寨新村要求
党员网格长根据各自任务，将日常工作
情况以“图片+文字”的形式上传到各自
的网格钉钉群，接受党支部、网格内群
众监督。

据了解，该村把41项涉农事项办
理流程，放在了“智慧社区”公告栏目
里，并附带提醒功能，避免了村民在
办理涉农事项时，因手续不全而往
返。

“以前，咨询、反映一些事还得去书
记家中，现在直接在钉钉上给书记‘写
信’就行，如果不想署名还可以匿名。前
段时间，我咨询了光伏发电的事，书记立
马就给回复了。”村民张保岐说。

“‘智慧社区’平台运行以来，张
岩寨新村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
性、主动性被充分激发。阎楼镇作为
中国联通数字乡村示范镇，将积极推
广‘张岩寨经验’，有效促进数字化与
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助力数字乡村建
设。”阎楼镇党委书记李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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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马雪 赵焕军

“从这个月开始，我们村的种
植户一直要忙到明年三四月份。”7
月8日，在冠县清水镇刘屯村梨园
内，冠县人大代表刘栋田说。

与大多数农村青年大学毕业
后争做“城市人”不同，刘栋田大学
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对家
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家乡干出一
番事业，对我来说更有意义。”刘栋田
说。

刘屯村现有梨园5000多亩，村
民收入主要依靠种梨。平时农户
埋头种植，秋收之季，等待客户来
村收购，这种销售模式价格不高且

不稳定。
一番考察之后，刘栋田引导

村民种植优质品种，并与盒马鲜
生、百佳、华润万家等大型商超建
立了合作关系，推行从农户到客
户的一体化营销模式，实现了产
品增值。

2014年，刘栋田创办了冠县东
源农产品有限公司，先后建立大型冷
藏存储库房5座，梨果成熟后在冷库
保存，有订单后随时出库销售。

梨果分拣、包装需要大量工
人，很多村民在此谋职。“秋季
忙的时候有六七十人在这
里干活，能在家门口工
作，村民都很开心。”
刘栋田说。

“我们的梨果品相好、质量
高，完全能达到出口标准。如果
直接出口，可以减少销售环节，再
次提升产品附加值。”打开销路
后，刘栋田并没有满足。他又跑
海关，申请出口贸易资质，将冠县
梨卖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
等地。

刘栋田还积极参加电商培训，
带着村里的年轻人从事直播带货，
通过网络平台拓展市场，让冠县梨
插上电商翅膀，形成产、供、销紧密

衔接的产业链。梨果销售渠道
畅通后，刘屯村村民收入比

前些年翻了一番，实现了
“从种梨为生”到“因

梨而兴”。

从种梨为生到因梨而兴

▶7月9日，在东阿
县百鲜园农庄内，农民
刘春兰展示自己种植的
葡萄。近年来，东阿县
结合区位优势，科学合
理布局，大力推进水果
特色种植，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 许金松

◀7月10日，
茌平区杜郎口镇
前孙村村民正在
装运蜜桃。

当前，正值蜜
桃成熟季，前孙村
村民抢抓农时，对
成熟的蜜桃开展
采摘、分拣、装箱、
销售等系列作业，
一派忙碌的丰收
景象。 ■ 马林文

▼▼7月11日，阳谷县七级镇新丰村，高标准农田与沉沙
池、村庄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优美的生态画卷。

近年来，七级镇积极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坚持走好“党建+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持续开展
沉沙池区生态保护修复治理，改善提升生态环境，使美丽乡
村焕发新颜。 ■ 葛思逸

编者按 农业稳则国家安，农村兴则国家兴，农民富则国家富。当前，我市正以农业强市战略为统领，全面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努力谱写农业
农村现代化聊城篇章。在广袤的鲁西大地上，有何新气象、新举措？今日，本报推出“垄上行”专版，展示聊城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敬请关注。

77月月 99日日，，东阿县姚东阿县姚
寨镇张集村寨镇张集村农民在进行农民在进行
梨园管护梨园管护。。盛夏时节盛夏时节，，各各
地果农抢抓农时地果农抢抓农时，，精准管精准管
控控，，科学治理科学治理，，为丰产丰为丰产丰
收打好基础收打好基础。。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