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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苑莘

金 耳 车 间 、蚂 蚱 大 棚 、鱼 苗 养
殖……通过大胆创新，如今莘县徐庄
镇群众已告别单纯的粮食种植，有了
多种多样的致富方式。“通过做好抓党
建、强产业、美乡村等工作，我们镇的
乡村振兴正在加快推进。”7月17日，时
任徐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启华说。

正如黄启华所说，抓党建、强产
业、美乡村是徐庄镇打开群众“幸福
门”的三把“金钥匙”。

党建领航破浪前行

“党支部将全村凝聚在一起，遇到
啥困难咱们也不怕。”纸坊村党支部书
记蔚关彦这样说。过去几年，在村党
支部的带动下，纸坊村探索实行民主
议事，先后解决了废弃坑塘利用、闲置
宅基地整理等难题。这一经验做法在
2021年12月份被《焦点访谈》作为典型
报道。目前，徐庄镇聚焦村级集体经
济增收、美丽乡村建设等市县重点工
作开展民主议事460余次、协商解决大

事小情920余件。
徐庄镇把党建引领作为推进乡村

振兴的“红色引擎”，积极探索党建引
领乡村振兴有效路径，推进基层党建
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互融共促。他
们坚持把抓好乡村思想政治建设作为
工作重心，突出党支部书记这个“关键
少数”，以支部联建推动基层建设，组
织机关党员干部职工深入开展“抓党
建促乡村振兴”“亮身份、作表率”“乡
村夜话”等活动，形成公共服务、便民
服务和志愿服务相互支撑的良好局
面。党员结对积极踊跃参与乡村振兴
事业，推动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实现
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注入
先锋模范动能。

做强产业鼓足动力

“纸坊辣椒”“张楼鱼苗”“八里庄
大 姜 ”“ 周 海 富 硒 芹 菜 ”“ 谭 庄 金
耳”……徐庄镇有不少特色品牌。一
个品牌的背后，是一个产业，一个个产
业为该镇鼓足了乡村产业振兴的动
力。

徐庄镇围绕产业振兴持续发力。
他们充分利用产业基础、资源特色、区
位优势，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优
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依托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坚持“因村施策、循序
渐进，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的原则，不
断探索多种经营模式，打造“一村一
品”发展新格局，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一批特色鲜明的“党建+”模式初
步形成。徐庄镇以“种植+养殖+特
色+产业”为抓手，利用闲置坑塘发展
鱼苗养殖，拓展圆葱、大蒜、辣椒、生
姜、山药等种植面积，培育新型“红颜
九九”草莓、羊肚菌种植基地和飞蝗养
殖基地。

“张楼村的脱水蔬菜加工产业雏
形已现，争取早日投产达效。”黄启华
介绍，目前该镇正积极探索蔬菜精深
加工新路子。

环境整治提升颜值

夏日阳光下，各村庄房前屋后的
油葵将徐庄镇染成金色。这是该镇发

展农村产业和推进环境综合整治的
“双赢”举措。

徐庄镇将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和发力
点，按照“精心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
理、精美呈现”的要求，坚持全域推进、
补齐短板、突出特色、盘管并举，积极
探索“党委带动+支部推动+公益出
动+村民主动”的共治氛围，注重发挥
群众主体作用。他们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作为锤炼村庄党员干部的

“试金石”和“亮身份、亮承诺”的“大考
场”，成立了以党支部书记为队长的党
员“突击队”，实行“党员包干”常态化
管理，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奖惩措施，
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与乡村
振兴有机衔接，形成工作合力。

此外，徐庄镇今年还在全镇45个村
庄的“绿化”上做文章。该镇在道路两
侧、空闲宅基地等全部进行油葵种植，既
提升了村庄“颜值”，还增加了村集体收
入。目前，全镇共种植油葵700余亩，预
计增加村集体收入 60 余万元，群众宜
居“幸福指数”得到进一步提升。

用好“金钥匙”打开“幸福门”
——徐庄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掠影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西区的
八栋鸡舍全部采用‘层叠式’结构，单栋
饲养量在8万只左右，只需要一个饲养
员去管理。”7月25日，在位于莘县古城
镇的爱佳蛋鸡养殖基地内，公司总经理
王子杰对记者说。

古城镇依托爱佳蛋鸡养殖基地，借
助省派第一书记派出单位济南大学的
技术优势，成功引入有机农业生产技
术，集中回收利用鸡粪、菜秧、秸秆等农
业废弃物，规模化生产高品质有机肥
（饲料），高效反哺种植业（养殖业），立
体打造了集蔬菜种植、蛋鸡养殖以及饲
料生产、有机肥（饲料）加工于一体的全
产业链生态闭环农业产业园，实现了

“以地定种、以种促养、种养循环”有机

综合体效益的“三提升”。同时，积极拓
展产业发展前后链条，深度连接蔬菜种
植与有机肥生产，打造“绿色有机蔬菜
种植基地+蛋鸡养殖基地+有机肥（饲
料）生产基地”的三位一体现代种养循
环产业模式。

随着“互联网+畜牧业”持续深入
发展，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正推动传统畜牧养殖向知识型、技术
型、现代化的智慧畜牧养殖转变。我
市持续加大对企业的引导支持力度，
加快实现畜牧产业向现代化、数字化、
智能化转变，着力构建现代畜牧业发
展新格局。

聊城构建现代畜牧业发展新格局

■ 本报通讯员 郭洪广

“这场雨不影响俺们出行，胡同
里既没有积水也踩不到泥巴。”7月25
日上午，一场强降雨过后，高唐县固
河镇谷庄村村民焦金柱望着村中胡
同平整干净、无积水的路面，高兴地
说。

一直以来，谷庄村村内胡同坑洼
不平，下雨天积水严重、出行不便，群
众反映强烈。对此，该村党支部积极
开展“亮承诺办实事”活动，“我们聚
焦群众‘门前路’，实施了胡同硬化工
程。”谷庄村党支部书记谷洪申介绍，

村“两委”积极协调，提前谋划，广泛
征求村民意见，采取义务出工，资金
先垫后补的模式，动员群众参与修路
工作。在施工中，村民听说村里要整
修胡同，纷纷走出家门，成为巷道胡
同硬化的主力。由于是给自家门前
胡同硬化，很多村民志愿出力平整路
面，确保铺设的砖道更平整，保证了
工作质量。

经过十多天的努力，全村 13 条胡
同，5300 多平方米的路面焕然一新。
谷洪申表示，下一步，谷庄村将把为民
办实事抓细抓实抓到位，让群众生活
舒适度、便利度、幸福感不断攀升。

谷庄村的群众乐了

7月25日，茌平区乐平铺镇崔海子村村民于秀芹正管护葡萄。
近年来，该村推广设施化、品质化种植，持续推进葡萄产业发展，使“小葡萄”

成农民致富增收的“甜蜜产业”。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7月24日，阳谷县高庙王镇高庙王村明军家庭农场工人在鸡舍捡拾低醇鸡蛋。阳谷县采取“党组织+合作社+返乡大学生”模式，引导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助
力乡村振兴。高庙王村27岁的返乡大学生孙正超利用所学养殖孵化技术，办起了明军家庭农场。目前，农场存栏蛋鸡8.9万余只，每天产蛋8万余枚。

■ 陈清林 张璐

本报讯（记者 李政哲）“运河黑
牛由日本和牛与鲁西黄牛杂交而来，
肉质为国内顶级水平，通过精细分割，
高档部位一斤能卖近2200元。”7月24
日，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伟民说。

尚店镇是鲁西地区重要的肉牛养
殖基地，近年来，该镇坚持党建引领，
深挖传统特色畜牧产业优势，积极扶
持本土企业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
发展肉牛屠宰、分割产业，使该公司规
模不断壮大，慢慢发展成为集高档肉
牛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牛肉餐饮于
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同时，该镇采
取“公司+合作社+家庭牧场+农户”的
产业化模式，促进现有618户养殖户集

零为整、抱团发展，不仅实现了养殖户
增收，更加增强了产业吸附就业能力，
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
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也先后获得
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聊
城市“厚道鲁商”品牌企业等荣誉称
号。

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通过与
专家合作，采用胚胎移植、生物育种、
基因芯片测定等高新技术培育出中国
和牛品牌“运河黑牛”，并随之开发出
屠宰分级分割标准，将每头牛分割成
100多个产品，高档部位达到国内顶级
水平，畅销国内40多个城市，实现了山
东省牛肉产品的创新，擦亮了“运河黑
牛”品牌。

尚店镇

擦亮“运河黑牛”品牌

7月23日，茌平区冯官屯镇高岭村村民在栽种芹菜。近年来，茌平区积极探
索“党支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的发展模式，引进一批有先进技术设备、先
进经营理念的企业发展订单农业，实现了企业盈利、农户增收。 ■ 马红坤 谷申

■ 本报记者 夏旭光

盛夏时节，酷热难耐，而临清市
新华路街道林园村村民李桂英家里
却十分凉爽。

“今年，我用分红买了这台空
调，现在，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
幸福啊！”李桂英开心地说，她去年
分得红利4000元，加上60岁以上老
年人福利3900元，合计7900元。领
了这些钱，她立即就买了台空调。

“以前，村里的集体资产收益从
未分给过村民，也不知道该怎么
分。产权改革，就是要明确集体资
产的产权归属，改变集体资产名义
上‘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无份’
的状态，真正做到‘资产变股权、农
民当股东’。”林园村党支部书记王
秋祥说，2019 年，林园村进行了“三
变”改革。该村认真落实产权制度
改革，每年都把村集体资产产生的
收益以分红的形式发给村民，让村
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2022 年，林
园村村集体收入达700多万元，包括
三和公司、奥博特公司、铁道物流公
司、玉源乳胶手套公司等企业租赁

土地的租金 80 万元；沿街门店经营
性收入20万元；灰场收入280万元；
墓地经营收入350万元等。

据介绍，2016 年，临清市彩虹
集团扩建过程中，需要与林园村置
换 100 亩土地。该村规划将置换的
100 亩土地用于经营性墓地建设。
该项目在临清市委和新华路街道
的帮助下，最终获得了建设许可。
目前，墓地经营性收入达到每亩
3.5 万元，比传统种植业收入提高
了100倍。

林园村共有 403 户，股东 1513
人。2019 年以来，村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发展良好，经营效益、入股情
况、分红金额、资金使用等情况，都
是在合作社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之下
进行的。如今，经济发展了，居民福
利也提高了。

为确保群众利益得到充分保
障，他们一方面督促项目方履行合
同，按时兑现租金；一方面在用工上
给予最大限度倾斜，目前，当地居民
在企业工作达600多人，平均收入在
2000元以上。

在收入支出等方面，村“两委”

严格接受监督，大小事项都在党员
和群众代表大会通过，让居民群众
更加放心。除了分红，村“两委”还

将水费、卫生费等支出全部在集体
收入中开支，让居民真正得到了实
惠。

当股东 拿分红 笑开颜
——看林园村村民的幸福生活

入股、分红……这些过去与
农村、农民格格不入的词汇，在
全国推广农村“三变”改革后，已
在乡村屡见不鲜。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农村

“三变”改革，真正意义上盘活了
乡村经济。

要让农民脱贫致富，关键是
要让农民拥有资产性收入；要让
农民拥有资产性收入，关键在推
动农民的资产增值；要推动农民
的资产增值，关键在建立合理的
利益制衡机制。

租金 80 万元、沿街门店经
营 性 收 入 20 万 元 、灰 场 收 入
280 万元……从林园村的“账
本”里我们可以发现，通过农村

“三变”改革，农民最大的改变
就是拥有了资产。资产性收入
是资产增值的结果，其本质是
一种投资收入，农民的资产要
想实现价值增值，必须与市场
对接，而且，需要政府出面“牵
线搭桥”。

所以，在农村“三变”改革
中，我们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
作用，又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
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要
以市场为导向，实行市场化运
作；同时政府要加强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利用好融资平台引导产
业发展，为困难群众提供就业指
导、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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