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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琦

8 月 22 日，踏入阳谷县石佛镇康
居嘉苑社区的新语书房，只见三五读
者埋首书卷中，顿觉书香四溢。不少
学生在这里读书学习，也有家长趁着
陪伴孩子的间隙，在这里获取新知识。

今年6月份，石佛镇党委按照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要求，直面群众需
求，规划建设了拥有18个功能用室的

“北城新语·为民服务一条街”，其中包
括新语书房、书童托管等服务项目，新
语书房就是石佛镇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示范区“党建赋能铺就产城融合发展
幸福路”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语书房总占地100多平方米，藏
书4000余册，涵盖了政史类、农业类等
十余大类，涉及村民生活、农民生产等
方面，切实解决了社区居民“买书难、借
书难、看书难”的问题。社区居民闲时
相约书房，翻阅书籍、查阅资料、分享
心得。除作为阅览室之外，新语书房
还举办丰富多彩的乡村阅读活动，是
石佛镇党建教育基地、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在新语书房，每天都有志愿者
主动提供不低于8小时的志愿服务，帮

助读者寻找书籍，为孩子讲述红色故
事，让村民就近学党史、品红色经典。

新语书房建立了微信读书群，将
个人坚持阅读转变为相互鼓励阅读，
提高阅读主动性。新语书房还创新打
造了“读书积分兑换”机制，激励引导
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读者在新
语书房读书3—4小时或参与书房举办
的阅读活动，可获得一张积分卡，积分
可用于兑换学习用品、生活用品。

当下，越来越多的居民把读书当
作新的精神追求，一间溢满书香的书
房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加油站”和

“助推器”。为推动“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从线上向线下延伸，提高党员群众
的参与感、体验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石佛镇党委将新语
书房打造成“学习强国”线下学习空
间。“在这里，党员群众不仅可以在‘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签到打卡、学习答
题，还可以阅读文化、历史、科普等书
籍，相互交流学习心得。”石佛镇党委
委员、副镇长李钟玉介绍，“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者还定期到书房开展宣讲
志愿服务，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向党
员群众宣讲新思想、新政策。”

新语书房让乡村振兴“一路书香”

■ 本报记者 苑莘

莘县大王寨镇从满目沙荒地到万
亩天然氧吧，当地群众从没有收入来
源到如今丰富的多元化创收渠道，背
后靠的是什么？

“过去几年，大王寨镇抓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抓项目促进经济发展，抓服
务增加群众福祉，在‘林都果乡 板材
重镇’的道路上取得阶段性成效，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显著提升。”8月21日，该
镇干部周传振介绍，“镇党委荣获聊城
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示范单位’称
号，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党建引领全局

培育头雁带好群雁，这是大王寨
镇以党建引领全局的关键举措。

该镇从村庄产业项目发展、乡村
振兴等攻坚一线，发现和识别一批敢
闯能干的优秀人才。圆满完成镇村换
届工作，村干部年龄、学历“一降一
升”，后备干部“梯形”培育，结对帮带
培养，实岗锻炼提升，动态调整等措施

有效破解了村庄发展瓶颈。各村党支
部和“两新”组织党员群众、企业以镇
党委政府为核心，建立志愿服务先锋
队，党旗在乡村振兴一线高高飘扬。

他们积极组织开展“乡村振兴·擂
台比武”、党支部书记大讲堂和乡村振
兴观摩评比等活动，重点学习产业项
目发展、农业农村知识等，在“晒成绩”
中鼓励先进，在“亮承诺”中抬标杆，在

“大比武”中补短板。引导各村以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依托林业资源
丰富优势，由木材加工业延伸发展林
下食用菌种植，经济效益从原来种树
每年的亩产值300元到500元，提升到
1万元到2万元。

工业提档升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王寨
镇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有序发展木
材加工产业，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双赢。

该镇经过30余载的努力，发展木
材加工企业 51 家，木材加工户 800 多
家，年加工木材量超600万立方米，年

产值达 54 亿元，带动群众就业近万
人。从木质摆件雕刻到家居产品定
制，从生活桌椅到建筑工程模板，木材
加工产品有数百种，覆盖生活生产方
方面面。原木采购，板条、皮子加工，
家居板材生产，家具制造，一条完整的
木材产业链条已经形成，木材加工业
现已成为大王寨镇经济发展、农民防
返贫、致富裕的重要产业。

该镇党委通过研究编制全镇的产
业发展规划、为企业发展办理区域环
评，解决企业用地、环境评价等发展制
约难题，培育出莘县鸿福木业有限公
司、山东创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等知
名企业。

农业绿色发展

大王寨镇距离燕店、魏庄、河店等
莘县大棚瓜菜种植强镇较近，发展设
施农业具有显著优势。为此，该镇通
过土地流转、招商引资等途径，规划建
设高标准大棚基地 6 处，总占地 2100
亩。全镇各类温室大棚超6000座，实
现人均增收1200元。

该镇以西王庄村、观上村等东部
村庄为主，建成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完善配套基础设施，配齐深水井、育苗
工厂等，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在蔬菜
大棚种植较多的村庄，实施支部领办
农资服务合作社，提供种苗、农药和化
肥等农资农技服务，不断提高果蔬种
植品质。同时，为解决农户卖菜难、价
格低的问题，建设高端蔬菜交易市场
一处，占地45亩，使用面积16000余平
方米，可辐射周边村庄20余个。可联
合辖区及周边乡镇的蔬菜种植合作
社，打造优质品牌，对接大中城市商
超，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在做好销售
渠道的同时，最大化增加群众收入。

党建带动了产业，也促进了当地
社会民生事业的发展。如今该镇各村
的废旧宅基、坑塘清理整治等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村庄主要道路的亮化绿
化美化已基本实现。大王寨镇这个昔
日的“穷窝子”，在镇党委的带领下，走
出了一条致富新路子。

头雁带群雁 青山变“金山”
——看大王寨镇如何打造“林都果乡 板材重镇”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在临清
市245省道胡里庄向东一公里处，新华
路街道新建了一间大棚式工作间——

“人才工作室”。“依托‘人才工作室’，我
们公司采取‘导师帮带’制度，定期为新
的种植户和养殖户开展培训，仅两个多
月的时间，就培养出青年种养能手 30
人。”8月20日，正在工作室忙碌的好友
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圣秋娟说。

今年以来，新华路街道着力搭建
“人才工作室”发展平台，统筹推进人
才发展战略，力求聚才合力，培养实用
型人才，让人才工作有成绩、有效果、
有创新、有亮点。

“去年以来，我们建立了科级干部
联系服务专家人才制度，有效统筹各
方力量，形成新型的人才工作机制和
人才工作整体合力。”新华路街道党建
办主任赵明智说。

新华路街道创新载体，大力拓宽
“引才”渠道，建立了帮扶“导师团”，由

科级干部作为“导师”建立与辖区企事
业单位人才培育互通机制，搭建共享
共育平台，以“吸引青年、服务青年、成
就青年”为目标，实打实开展工作。

“去年以来，我们搭建青年人才施
展才干的舞台，打造青年人才聚集高
地，引进硕士生10人、大学本科专科生
228人，指导洛轴所轴承研究院培育11
名高技能人才，开展电商、养殖等技能
培训36次。”街道办事处主任姚强说，
为破解“留才”难题，新华路街道创优
服务环境，依托玉英葡萄种植基地建
立了第一个“人才工作室”，依托好友
食品有限公司建立了第二个“人才工
作室”，通过课题研究、技术攻关、项目
合作、技术传承服务乡村振兴。

街道党工委书记朱亮说：“我们在
人才培养上，最大的创新就是以‘三次
方’工作速度，加快后备人才培养，切
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助推产业发展的
强大动力。”

新华路街道

人才工作室建在田间

本报讯（记者 高月磊 闫振） 东
阿县鱼山镇张坊村依靠党建引领，调
整种植结构，盘活村里闲置土地，大力
发展秋葵种植，走出了一条强村富民
路。

8月21日，记者来到张坊村，看到
近百亩秋葵田里，淡黄色的秋葵花鲜
艳耀目，羊角形状的秋葵挂满枝头，村
民们正在采摘、装筐。村党支部书记
张士桐介绍，张坊村有2000多亩土地，
近几年随着人口外流，村里的留守老
人逐年增多，造成了很多土地“撂荒”
没人耕种。为了盘活这些闲置土地，
他跟村“两委”班子成员绞尽脑汁。一
次偶然机会，张士桐在泰安嘉裕蔬菜
食品有限公司了解到，种植秋葵相对
省时省力，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盘活闲
置土地的好项目。

从 2017 年到现在，张坊村已流转
土地 800 多亩，除了种植秋葵，还种植
毛豆、西兰花等经济作物。“村里的留
守老人每亩可以拿到 950 元的土地流
转费。”张士桐说，“收获的季节，村里
的妇女还可以到地里打工，每天至少
能赚 200 元。这样不仅把村里闲置土
地盘活了，还提高了村民的收入。”

张士桐介绍，秋葵亩产量能达到
3000 公斤，每公斤的价格在 3.4 元左
右。更重要的是，张坊村的秋葵不愁
卖，全被泰安嘉裕蔬菜有限公司订单
收购，漂洋过海，出口到日本超市。

“通过这几年的尝试，秋葵种植是
个很不错的项目。下一步，我们将扩
大秋葵种植面积，继续向土地挖潜，带
领村民蹚出一条致富路。”张士桐说。

鱼山镇

秋葵种出大效益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本来以
为同时办3 个生产经营许可延续手续
会很麻烦，多亏审批部门的好政策，让
我们的业务办得既顺利又快。”8月21
日，高唐县六和种禽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

高唐县六和种禽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种鸭饲养、孵化、销售于一体的农牧
企业，建有1个现代化孵化厂和与之配
套的3个标准化种鸭养殖场，3个养殖
场分布于高唐县3个乡镇。前不久，该
企业的3 个养殖场刚刚集中办理完种
畜禽生产经营许可延续。

着力解决养殖企业办证次数多、
周期长、管理成本高等问题，高唐县行
政审批服务局推出了多项便民利企举
措，全方位推动种畜禽生产经营审批
便利化。

集成审批、集中核查。需要集中
办理许可证的养殖企业，仅需由其总
公司提交一次申请材料，综合受理窗
口可一次完成受理。后台审批科室组
织相关专家对其一家养殖场所集中进
行核查，对另外的养殖场所通过企业
承诺的方式“同步办结”即可。

告知承诺、“快捷粘贴”。若养殖

场在经营项目、引种来源、操作规程、
管理制度等方面与经过现场核查获证
的场所的有关信息均一致，即可申请
采用告知承诺审批程序，免于现场核
查获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通过告
知承诺审批，该企业可以达到“快捷粘
贴”式办证的效果，实现业务即来即
办，将符合条件的养殖场办证办件时
限压缩至1个工作日。

宽进严管、信用监管。采用告知
承诺审批程序获得许可的养殖场由监
管部门进行证后核查，重点核查养殖
场的实际情况与承诺情况是否一致。
监管部门反馈风险等级高、有较严重
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不适用告知承
诺审批。

政策叠加、便利升级。高唐县行
政审批服务局利用集成审批优势，通
过政务服务平台数据共享，在符合规
定的前提下，指导企业把经营所需的
营业执照、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等证
照同步办理、同步变更，实行“证照联
办”，最终发放“行业综合许可证”。同
时，相关证照材料能够通过数据共享、
网络核验获取的，不再要求申请人重
复提交，最大限度精简申请材料。

高唐县

“快捷粘贴”式审批为养殖企业减负

本报讯（记者 林晨）“你们的服
务太贴心了，俺娘年纪大，行动不方
便，我也不会用智能手机，你们能上门
给俺娘进行高龄补贴资格认证，真是
太感谢了。”8月18日下午，茌平区韩屯
镇“红色代办员”卢慧来到孙林村一位
八旬老人孙焕之家中，为其办理高龄
补贴资格认证的暖心行为，得到老人
家属的好评。

作为韩屯镇老龄窗口工作人员，
这已不是卢慧第一次上门为辖区内老
年人提供代办服务。今年以来，卢慧
常常利用下班时间到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家中，为其进行每月一次的 80 岁以
上高龄补贴认证。她还常常帮助老人
们打扫卫生、采购药物和必需品，及时
倾听、解决老人提出的问题和诉求，以

点滴小事营造亲民、便民、为民的良好
氛围。

在韩屯镇，像卢慧这样的“红色代
办员”共有 152 名。今年，韩屯镇便民
服务中心开展“诚·清风”作风效能专
项提升行动，充分整合便民服务窗口
党员干部、村“两委”干部、党员、网格
员等，组建“红色代办员”队伍，不断优
化基层便民服务体系，优化服务方式，
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变“群众跑腿办
事”为“主动上门服务”，重点解决重
病、高龄、残疾等困难群体的服务需
求，真正实现“村民不出村、就能办成
事”。

据了解，今年以来，韩屯镇便民服
务中心“红色代办员”累计上门走访群
众1100余人次，代办事项370余件。

韩屯镇

“红色代办员”暖心服务送上门

聊城是传统农业大市，产业是乡村振
兴的基础和关键。我市依托当地特色资
源，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把资源优势、生态
优势等转化为产业优势，带动农民就地就
近就业创业，有效促进增收致富。

◀8月20日，在茌平区杜郎口镇蔬菜
种植基地，农民在进行芹菜锄草作业。

茌平区大力实施“科技兴菜”战略，建设
一批经济效益好、辐射作用强的标准化蔬菜
生产基地，推进蔬菜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既
丰富了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群众“钱袋
子”。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刘明明

▶8月19日，在阳谷县张秋镇景阳冈村，村民正采
收韭菜花。阳谷县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基地”模式，带
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通讯员 陈清林

▲8月18日，在东昌府区韩集镇石海子村百优果蔬
专业合作社葡萄种植基地，社员展示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
合格证。消费者只要扫描合格证上的二维码，就能查看农
产品生产环节信息。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李洋

产业兴 农民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