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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在阳谷县博济桥街道李楼村花卉大棚，党员志愿者在帮助花农管理、搬运外销花卉。近年来，博济桥街道通过“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电商”模式，发展花卉产业，带动村集体和农民增收。 ■ 陈清林 王永奎

11月9日，东昌府区闫寺街道桩园盆景公司负责人谷兆
普在盆景温室大棚里直播。谷兆普每年销售柽柳、观音柳、
金枝玉叶盆景1万多盆，产值200多万元。 ■ 张振祥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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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军豪

“这个人口不足400人的小村庄，
一下子火了，原因就是村干部善做

‘借’字文章。”11月6日，记者在临清
市新华路街道采访，该街道负责宣传
工作的吕绍兴这样说。

吕绍兴所说的村，是新华路街道
最小的一个村庄——杜庄村。杜庄
村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坐落在东宛
园的南邻。在东宛园正式开园之
前，杜庄村党支部一班人“嗅”到了这
个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立即请示上
级党委，规划建设和美杜庄美食街，
得到了新华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
大力支持。

在前往杜庄村的路上，还没有进
村，记者就远远看到一个气派的牌
坊，上面写着“和美杜庄”四个大

字。穿过牌坊，就是熙熙攘攘的小
吃街了。和美杜庄美食街从村东头
蔓延到村西头，长200米。别看只有
短短200米，却拥有临清和周边地区
有名的100多家店铺的100多种风味
小吃。

和美杜庄美食街共设置120个固
定摊位、72个流动摊位，分流引流摊
位192个，引入武城煊饼、万峰烧烤等
市内外知名美食100多种。为做好配
套服务，新华路街道还设置了杜庄、
郭堤、王井三处停车场，增加临时停
车位700多个。

“从10月1日开始，一直到现在，
店铺经营状况非常好，国庆节期间挣
了3万多元，现在每天进账也有六七
百元。”武城煊饼铺老板柴静说。

杜庄村党支部书记尚红章微笑
着介绍：“东宛园从几年前就开始酝

酿建设，因为有坚实的经济后盾，所
以铺排得也大。整个园区占地500多
亩（1亩约合666.7平方米），是以临清
明清市井文化为背景打造的一处综
合性旅游园区。建设之初，我们就看
到了这个商机，到了今年东宛园快要
开业的时候，我们立即请示上级党
委，建设了这个美食街。如果说我们
有财运，那也是从东宛园‘借’来的。”

“借景生金”的不仅是杜庄村。
附近的王井村和郭堤村也积极动员
村民参与发展旅游、休闲、美食、娱乐
等产业。

“东宛园的盛大开业，各大媒体
都进行了报道，一时间人气爆棚。
和美杜庄美食街也迎来大量客流，不
仅增加了村民收入，也转变了村民
思想，开拓了村民的视野，激发了他
们干事创业的热情。仅杜庄村经营

小吃店或民宿的村民就有 20 多户，
杜庄、郭堤、王井三个村 350 余人依
托东宛园和和美杜庄美食街开展经
营服务活动，新注册个体户86个，接
待游客 12 万人次，群众收入 150 万
元，集体增收 5.5 万元。”新华路街道
办事处主任姚强说。

除了建设和美杜庄美食街，杜庄
村还提升了村容村貌，铺设柏油路面
3000平方米，硬化路面6000平方米，
新栽绿植1800平方米，绘制墙面彩绘
1600平方米，清理红旗渠两岸500米，
改造民宿和农家乐4处。

“勤于思考，敢于探路，是干事创
业的两大基本特质，只有敢干、会干、
真干，才有可能抓住机遇、干出成效，
才能真正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新
华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朱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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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郭洪广）11月9
日，走进高唐县固河镇李集村，一排排
农家院错落有致、一条条村庄道路干净
平坦、一张张笑脸幸福满足……一幅天
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乡村画卷铺展
开来。

“村里经常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现
在路边很少看见垃圾了，大家都自觉收
拾自家院落，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
日子过得舒心、幸福。”李集村72岁的
村民李俊青说。

连日来，固河镇聚焦人居环境提档
升级目标，以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为抓
手，对环境整治行动进行督导调度，进
一步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任务目标，确
保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国家卫生乡镇
创建。

在镇驻地，机关干部配合村干部开
展集中清理行动，对卫生死角、垃圾桶、
路域杂草垃圾等进行彻底清理；对流动
摊点占道经营，沿街商户、超市门头经
营等行为开展集中整治，规范摊位经营
范围，门前杂物清理；整治车辆乱停乱

放现象，保证路面秩序畅通。多项整治
行动的开展使镇域环境不断优化、品质
不断提升。

在各村，坚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
干劲不松，整合村“两委”干部、公益岗、
志愿者三支队伍，实施村“两委”包片、
党员包街的网格化管理制度。各村“两
委”成员、党员、志愿者对照标准，对主
干道路、房前屋后、坑塘湾渠、田间地
头、垃圾存放点等重点领域关键部位进
行“地毯式”清理；开展机械作业，出动
铲车、挖掘机对生产路及两侧进行清
理，确保环境卫生整治无死角、无盲
区。截至目前，此次人居环境整治累计
出工820余人次，出动机械和车辆20余
台次。

一条条整洁的乡村道路平坦通畅、
一个个干净的农家小院别致温馨、一阵
阵清风送来丰收的谷物清香……固河
镇将持续完善整治措施，着力营造整洁
有序、生态舒适的人居环境，不断提高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固河镇

乡村“颜值”再提升

本报讯（记者 崔崴） 11月8日，
记者在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到，
蒋官屯街道立足街道实情、大胆探索
创新，在全市先行推广试用农业生产

“MAP农场托管服务”。该服务模式依
托“田管家”——中化MAP（现代农业
技术服务平台），助推农业发展换挡提
速，用新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蒋官屯街道聚力破解耕地“候鸟
式”管理、老龄化管理甚至无人管理的
难题，积极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土地
流转+社会化托管服务”工作机制，以

“MAP 农场托管服务”进驻聊城为契
机，将“田管家”的第一站引入农业
生产。在桑海村，通过党建引领，全村
1200余亩土地统一发包流转接受托管
服务，实现了土地增产和群众增收的
双赢。

群众将土地流转到合作社，由“田
管家”提供全程托管服务，种植采用中
化MAP方案，以统一良种供应、统一肥

水管理、统一病虫防控、统一技术指
导、统一机械作业、统一订单收购、统
一金融授信的“七统一”方式进行管
理。对于不愿流转土地的群众，“田管
家”可提供“菜单式”服务，开展半托管
经营，耕、种、管、收、储、销各环节均可
选择，省心、省时、省力。“田管家”依托
土地规模优势，发展生态高效农业，实
现农业生产集约化种植、机械化管理、
规模化经营，有效节约了生产成本，提
高了农业生产效益。

蒋官屯街道农业社会化服务累计
服务面积 6000 余亩，服务主体年增收
近60万元，农户年增收100余万元，化
肥、农药施用量下降30%，经济、社会、
生态效益稳步提升。

此外，蒋官屯街道还积极与秸秆
回收企业对接合作，有效推进秸秆综
合利用工作，真正让秸秆“变废为宝”，
实现农业生产的资源化利用、循环式
生产。

蒋官屯街道

“田管家”助农轻松种田

本报讯（通讯员 杨来发） 11 月
10日，笔者从东昌府区古楼街道获悉，
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积极推行“窗口
无否决权”服务机制，窗口工作人员不
能以“不能办”“不清楚”答复，而是要
告诉办事群众“该怎么办”，给予明确
指引，不断增强办事群众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

“窗口无否决权”制度是指窗口工
作人员面对申请人不能简单地说“不
能办”，要想办法办，对不属于窗口受
理范围的，不能简单说“不知道、不清
楚”，要为申请人“指好路”，明确告知
办理的方法和路径，积极主动指导群
众解决办事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为
群众办事提供精准指引服务，做到“不
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法”。对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不明确，

属于模糊地带、空白领域的情况，窗口
工作人员不能未经请示就直接回绝，
不能因为没有可以直接套用的标准条
件就“直接否决”，应建立快速便捷的
沟通请示机制，报本单位研究决定，尽
早给予答复。

古楼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通过在大
厅摆放制度图版公示，公布“窗口无否
决权”制度及投诉监督电话，畅通“好
差评”服务渠道，将政务服务好不好交
由办事群众来评判，倒逼窗口工作人
员增强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不断
提升窗口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和服务
意识。“窗口无否决权”制度的实施，为
办事群众提供了一个便民、高效的沟
通服务平台，有效解决了政务服务过
程中“不收件”和“随意退件”等中梗阻
问题，得到群众普遍认可。

古楼街道

推行“窗口无否决权”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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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阳谷县阎楼镇党员干部到崔堂村食用菊花种植基地了解产业发
展情况。该镇创新“党建+产业”模式，大力发展菊花特色产业，走出一条乡村
振兴的“芳香”之路。 ■ 刘晓丽

“借”来的财运
——“和美杜庄”抢抓农旅融合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