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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茌平区乐平
铺镇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
樱桃棚里，工人正在给樱桃
树疏花。

该园区以工业化思维
发展农业，打造现代化农业
高地。一座占地3亩的樱桃
棚，可以多建1亩多的阴棚，
阴棚内可种100多棵樱桃
树，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
同时，附近企业生产排放的
二氧化碳输送到棚里，促进
植物生长，阴棚内还配备自
动补光设备，延长了樱桃的
产季。

■ 本报通讯员
刘文军 刘加明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 10 月 11
日，记者在临清市金郝庄镇采访时了
解到，栗官屯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利用省农担公司“粮
食规模种植强村贷”政策支持，流转土
地 1000 亩，实现“支部有作为、集体能
增收、百姓得实惠”三方共赢，走出了
一条民富村兴的新路子。

栗官屯网格党支部通过提供办公
场所以及农田管理、运营技术的形式
入股，农民自愿以土地经营权的方式
入股，采取农户“保底收益 1200 元+
20%盈余分红”的分配机制，保障农民
利益。同时，村集体获得 80%盈余收
益，预计年可增收20万元，实现村民、
集体经济双赢发展。利用省农担公司

“粮食规模种植强村贷”政策支持，将
流转的土地以抵押登记的方式，获得
临清农商银行贷款 60 万元，成功解决
起始资金短缺的难题，提前为农户支

付保底租金，解除群众后顾之忧。
通过消除地块壁垒，有效整合土

地空间资源，将87处小地块整合为4处
大地块，320 亩地共增加耕地面积 15
亩，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万元，同时
将生产路拓宽至6米，便于机械耕作。
通过与张庄联合村领办的众鑫丰农机
专业合作社合作，统一农资供给等，大
约每亩地可节约成本 40 元，形成土地
流转与生产托管上下游产业链条联
动、网格村合作社和联合村联合社抱
团发展的双赢格局。统一签订购销合
同，以高于农户粮食市场售价的价格
与粮食收购商签订购销合同，让群众
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利用省派第一
书记资金扶持，新上收割机、播种机等
机械设备4台，新修泵站及1000米地上
渠，实现粮食耕、种、收、储等全链条服
务，打造集粮食种植、收割、仓储于一
体的全环节托管促集体增收项目。

金郝庄镇

金融赋能“贷”动民富村兴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 金秋时
节，刘集镇北崔村迎来梨果丰收季，各
地客商纷至沓来，果农们加紧采摘、分
拣、装箱，果园及交易大棚里到处可见
忙碌的身影；大桥镇农业技术人员开
展农业科技帮扶活动，将农业需要、农
民关心、农村关注的政策、信息、技术
等送到田间地头……10月10日，记者
从东阿县乡村振兴局了解到，该局聚
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扎实做
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有关具体工作，创新工作举
措，全力做好“五个坚持”，为乡村全面
振兴蓄力赋能。

坚持优产业，持续激活发展动力。
东阿县加快现代农业优先发展，积极培
育“龙头企业+合作社”“合作社+农户”
等发展模式，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
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聚力打造乡村旅游消费集聚区，依
托东阿阿胶城景区、洛神湖国家湿地公
园、“中国黄河鲤鱼之都”、牛角店黄起
元草莓采摘基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产业增效、农民增
收、村集体增益叠加效应凸显。持续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坚持“四个
不摘”要求，针对监测对象，有能力的采
取产业、就业等开发式帮扶措施，通过
公益岗位实现308名困难劳动力就近就
业。

坚持绘底色，扮美扮靓乡村风貌。
东阿县强化生态治理组织保障。着力
解决环境整治中的“疑难杂症”，并配备
乡村公益岗，为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添砖
加瓦。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以村
庄清洁行动为抓手，积极开展美丽庭院
建设，扎实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厕
所革命”和生活垃圾治理，乡村环境焕

然一新。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压实
各方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
乱”工作，强化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切
实提升辖区河湖及两岸综合治理水平。

坚持聚人才，涵养充盈“源头活
水”。东阿县全方位摸清人才“家底”。
通过调查摸底、自我推荐、群众举荐等
方式，对农业技术骨干、致富带头人、能
工巧匠、退伍军人等进行摸底调查，建
立动态管理的人才信息库。开展“乡村
好青年”选树工作。成立“好青年”党支
部和“好青年”工作服务站，大力发展镇
级本土兴业乡村好青年，不断加大青年
党员队伍建设力度。积极组织人才教
育培训。开展基层党组织“领头雁”队
伍专题培训，提升基层干部队伍的政治
理论水平和政策业务水平。

坚持彰文明，时代新风浸润人心。
东阿县建强文明实践阵地，打造特色志

愿服务活动。街道网格干部下沉一线
基层，凝聚各方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
开展理论宣讲、环境整治、公益慰问等
志愿服务活动以及“文明骑电车”“移风
易俗”等主题实践活动，培育良好的乡
风村风。

坚持强组织，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东阿县强化村“两委”班子教育培训，深
入推进“党建+”，长远长效建强基层战
斗堡垒，使“头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紧抓组织领导不放松，将巩固脱贫成
果、推动乡村振兴作为“一把手”工程，
健全县委政府统筹、部门主责、乡镇主
体、村组落实的责任机制，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安排脱贫攻坚成果相关工作。
1096名帮扶干部、505名乡村振兴联络
员主动作为，不定期入户走访，推动返
贫致贫风险及时发现，在第一时间解
决。

东阿县“五个坚持”擦亮乡村全面振兴底色

本报讯 （通讯员 王金义） 路边
石整整齐齐，街道两侧红砖铺地，加
上郁郁葱葱的桂花树、石凳子和圆
桌，共同组成了村西路口一条亮丽的
风景线……10 月 9 日，在阳谷县郭屯
镇张堂村，上海返乡的村民何继旺欣
赏着街上的美景，忍不住感叹：“家乡
变美了。”

自“我为家乡做贡献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活动”开展以来，在村党支部
书记何继跃的带动下，张堂村全村迅
速掀起捐款高潮，共计捐款 10 余万

元。
“镇纪委、财政、审计等部门组成

专门领导小组，各村也成立由老党员、
村民代表成立的理财小组，加强捐赠
资金监管，确保真正把捐赠资金用在
刀刃上。村庄环境提升中，购买路边
石、草坪等物资均由村民代表说了
算。”何继跃介绍。

该镇将继续发挥“两代表一委员”
作用，积极献言献策，加强对全镇53个
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监督，让村庄越
来越美丽。

郭屯镇

“两代表一委员”助乡村颜值提升

日前，在高唐县姜店镇殷楼村迎亲现场，民俗迎亲队在表演舞狮。
近年来，高唐县越来越多新人选择以传统方式举办婚礼，既热闹又节俭，喜庆

之余，也让人们体验了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李贵丰正在车间工作

■ 本 报 记 者 苑莘
本报通讯员 贾永杰

“这嫁接种苗还有比赛？”“比赛
还很精彩呢！他们的手可快了，你
可以搜短视频看看。”10 月 10 日下
午，莘县燕塔广场上，市民王庆国向
熟人聊着该县前不久举办的一场有
趣的比赛。

谁说农民出不了高级工、挣不
了高工资？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
却敢叫大地换新颜。在鲁西大地
上，有这样一群身着朴素、面朝黄土
的农民，他们没有华丽的舞台，却在
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一个又一个奇
迹，他们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字——

“鲁西嫁接工”。近日，“鲁西嫁接
工”的优秀代表相聚莘县，参加由

市人社局、市农业农村局主办，县
人社局、县总工会、县农业农村局、
燕店镇政府、董杜庄镇政府、禾佳
种苗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第二届
聊城市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种
苗繁育员竞赛，用他们精湛的技
艺、勇争一流的精神，展示新时代
农民的风采。

一把小刀轻轻划过一棵小苗，
再将另一棵苗芽轻轻插进切口，指
尖上的操作令人眼花缭乱。在这群
熟练的嫁接工手中，整个过程只需
要几秒钟。此次大赛共吸引了来自
聊城市及周边的 672 名嫁接工参
赛。竞赛分两个赛区进行。竞赛内
容分为两个模块，要求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种苗的插接、贴接两种嫁接
方法，由裁判现场进行评分，按照参

赛人数的 10%、20%、30%的比例，设
置一、二、三等奖，颁发荣誉奖励、现
金奖励，发放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授予前三名“聊城市技术能
手”称号。

“本次大赛促进了区域育苗产
业发展，加快了高技能人才培养，拓
宽了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莘县农业
农村局干部贾永杰介绍，该县已建
立了万余人的嫁接工队伍。其中，
3000 余名优秀嫁接工长期飞往广
西、宁夏、新疆、安徽、海南、云南等
地开展技术服务，人均年收入可达8
万元。

“鲁西嫁接工”是“中国蔬菜第
一县”莘县现代设施农业这棵藤上

结出的“新果”。近年来，莘县全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现代设施农业形成了规
模化、标准化、现代化，是国家级生
态示范区。现代设施农业带动了育
苗产业发展，累计培育200余家育苗
企业，年育苗量达 18 亿株。育苗行
业需要大量嫁接人员，于是出现了
一批技能高超、吃苦耐劳的嫁接工
队伍。为促进嫁接工产业发展，莘
县因势利导，培育创建了“鲁西嫁接
工”特色劳务品牌，被省人社厅、省
乡村振兴局联合认定为“山东省乡
村 振 兴 重 点 帮 扶 县 特 色 劳 务 品
牌”。如今，成千上万名莘县农民通
过嫁接技术就近就地就业或劳务输
出，走上了致富大道，实现了人生的
华丽转身。

嫁接能手竞技赛场争高低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来发 王辉）
“我带的资料不全，原以为办不成了，
没想到咱这里有‘容缺受理’服务，只
需在承诺期限内把资料补上就行，真
是太方便了！”10月11日，拿到营业执
照的陈飞连连称赞。

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减少办事
群众和市场主体因申请材料不全或准
备不充分造成的多跑腿、来回跑等问
题，东昌府区古楼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积

极推行“容缺受理”工作机制，完善政务
服务“容缺受理”事项清单，拓宽材料补
正的途径和方式，为市场主体、群众营
造更加优良的服务环境，有效解决了因
资料不全“办不了”“来回跑”“多次跑”
的问题。此项服务打破了以往材料齐
全才能办理的传统模式，极大缩短了审
批时限。截至目前，已为56人次提供了

“容缺受理”服务，实现了服务质量和群
众满意度双提升。

古楼街道

“容缺受理”提速商事登记

■ 文/图 沈欣欣

“要把部队的优良传统融入企业经
营，稳扎稳打做好自己的一份事业。”这
是李贵丰的企业经营之道。

李贵丰是聊城市军休所一名比较
年轻的军休干部，毕业于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2001 年，在广州军区政治部
的层层选拔中，李贵丰脱颖而出，成为
当年全校仅有的 3 名军队特招干部之
一。

在部队期间，李贵丰发扬吃苦耐
劳的精神，历任副连职排长、干事、指
导员、股长等职，曾荣获嘉奖3次，2006
年实弹演习期间荣立三等功1次。

2015 年，由于身体原因，李贵丰不
得不告别自己热爱的军营，提前退休回
到家乡聊城。在聊城市军休所，李贵丰
继承部队优良传统和作风，热爱学习、
热衷公益，积极参加军休所组织的一切
活动。

2021年7月，李贵丰当选军休所第
一党支部委员，并担任宣传委员。身为
支委，他明确工作职责，主动参与制订
支部各种学习计划，积极协助支部开展

“送学上门”服务。在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组织的“党员知识问答”“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等活动中，针对一支部高龄
党员多、居住分散的问题，李贵丰将他
编订的个人学习资料送到每位党员手
中。在支部建设工作中，李贵丰积极建
言献策，努力做好党支部书记的左膀右
臂。

“一切行动听指挥，哪里需要哪里
去！”作为一名党员，李贵丰始终注重抓
好军休干部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他
主动参加军休所合唱队、门球队，并担任
了门球队指挥教练。他积极出谋划策，
发挥自身优势，提高队伍训练水平，迅速
成为门球队的骨干力量，为队伍注入了
新鲜活力。

然而，李贵丰并不满足现状，在做

好军休所工作的基础上，他努力为自己
谋求一份事业。为了更好地学习，他应
聘到工厂，从一线生产工人做起，为以
后的创业积累经验。

3 年多时间里，李贵丰努力学习，
掌握了丰富的食品添加剂生产及使用
技能，积累了具体真实的市场供需信
息。

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李贵丰成立
了一家小微生产企业——聊城荷花食
品配料有限公司。

“当兵做标兵，创业做先锋。”这句
话形容李贵丰再合适不过。作为首次
创业的军休干部，他从未忘记党的教
育，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和企业，不打食
品安全“擦边球”，始终坚持“为社会负
责、为消费者负责、为客户负责”的经营
理念，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生产制度，用
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在他的努力下，企
业发展蒸蒸日上，还带动周边多名群众
就业致富。此外，他还利用自己丰富的

经验为部分中小型食品生产企业解决
生产难题，帮助越来越多的同类型企业
渡过难关。

“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企业办
好，让我的员工、跟着我一起创业的人日
子越过越好，这也是我作为退役军人的
价值所在。”李贵丰说。

李贵丰热衷于公益事业，经常参
加社会组织的各项捐款活动，在平凡
的生活中贡献着自己的绵薄之力。
2022 年底，他所在的居民小区有多名
物业工作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得知情
况后，李贵丰默默投身于社区疫情防
控工作中，主动帮助保洁、清扫楼道，
竭尽所能为小区居民创造安全卫生的
生活环境，赢得了小区居民的一致好
评。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李贵丰
真正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军休干部“退而
不休”的良好精神风貌。

了不起的“创业兵”
——记聊城市军休所军休干部李贵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