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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 通讯员 倪群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
中国式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维护农民根本利益是根本立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底线任务，保障粮食安全是永恒主题，产业兴旺是
全面振兴的主要抓手……”3月19日，在临清市新华路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一场别开生面的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宣讲
活动正在进行。

“不用出村就能参加宣讲活动，而且宣讲模式很灵活，群众也乐
意参与进来。”新华路街道西胡村宣讲志愿者丁爱刚说。“来村里宣讲
的形式很新颖，非常接地气，内容也贴合老百姓生活，让我们能听懂，
也愿意听。”村民陈国峰高兴地说。

近年来，临清市充分发挥文明实践志愿力量，持续深化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积极开展理论宣讲活动，扎实推进党的最新理论成
果走深走实。宣讲员结合党的理论政策，从百姓视角出发，以“小故
事”反映“大变化”，将党的理论和惠民政策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
引导广大群众提高理论素养，感悟思想伟力，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基层落地生根。

为推动宣讲工作“声”入人心，使宣传宣讲更加“接地气”“聚人
气”“冒热气”，临清市各镇街充分发挥不同领域宣讲志愿者的作用，
围绕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需求，根据“群众在哪里，宣讲就放在哪里”
这一原则，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理论宣讲活动，确保理论宣讲工作有
速度、有热度、有实效，切实将党的创新理论和惠民政策带到农村、社
区，带进家庭院落、田间地头、街头巷道，让党的好声音“飞入寻常百
姓家”。

临清市

推动理论宣讲入基层润民心

■ 本 报 记 者 尹腾淑
本报通讯员 李银风

党建引领，金融赋能，当两者融合在
一起，就成为了临清市烟店镇王庄村集体
增收、村民致富的密码。

3月11日，高级农艺师李如栋来到了
临清市零度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麦田
里，查看返青期小麦苗情、测土壤墒情、
讲解养护技术。自合作社成立以来，李
如栋每月至少到田间地头开展一次农技
服务，为合作社的粮食种植保驾护航。

临清市零度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2023年9月由王庄网格党支部注册成立，

旨在以解除劳动束缚、开展规模化种植
为突破口，提高集体收入、带领村民致
富。

在村党支部的组织号召下，全村开
展了“小田并大田”土地流转工作，一个
月的宣传动员就完成了 940 余亩耕地的
流转工作，并通过优惠政策将剩余未流
转的 30 亩耕地置换到边缘地块，为合作
社实现规模化种植、智慧化管理奠定了
坚实基础。

“合作社刚起步时，资金有限，而流
转土地的旋耕、平整，漳卫河堤西贫瘠地
块土壤的改良，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当
时可真是犯了难。”合作社成员王东珍

说。后来，经镇党建办工作人员宣传“强
村贷”政策，觉得可以申请试试，以解合
作社燃眉之急。“通过镇党建办的帮助，
我积极向上争取、提报申请资料，终于在
2023 年 11 月，获批工商银行 50 万元低息
贷款，再经政府贴息等优惠政策，综合折
算下来，贷款年利息低至3%。”

如今，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合作社
运行良好。短短半年时间，王庄村发生
了不小的变化。一方面，集体经济收入
有了新突破。合作社向村集体交纳每亩
每年 100 元土地管理费，仅此一项，就让
村集体年收入增加超 10 万元。另一方
面，村民收入不断增加。土地流转之后，

大部分村民可以抛开农业生产束缚，心无
旁骛地投入到外出务工、经商之中。同
时，合作社积极为留在村内的富余劳动
力，尤其是老幼病残群体，提供工作机会，
每年预计使用劳动力1000余人次，日工资
150—200 元。王庄村党支部利用村集体
收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村内路
灯全面升级，春节期间，组织村内“非遗”
项目——王庄舞狮表演，丰富了群众的文
化生活。

在村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现在的王
庄村人人有工作、家家有奔头，村内到处
一片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

王庄村的致富密码

本报讯（记者 吕晓磊）3月20日，记者从阳谷县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今年阳谷县将聚焦和美乡村建设，创建4个省级和美乡村、11
个市级和美乡村，力争在乡村建设行动上实现新突破。

和美乡村要“面子”也要“里子”。近年来，阳谷县坚持把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积极探索实现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安乐镇打造“渔光互补”盘活闲置资源模
式，清理闲散坑塘138个共900余亩，已盘活利用120亩，年增村集体
收入50万元；投资500万元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解决周边村粮
食储存问题，每年可实现农业生产节本增效600余万元，村集体增收
300余万元。阎楼镇柿子园村利用村内边角荒地种植15000棵香椿、
8亩油葵，2023年集体增收2.2万元。

按照精品村、样板村、标准村、提升村4个村庄分类标准，阳谷县
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纵深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充分发挥“信誉+积分制”长效管护机制，重点打造“一轴、一
镇”。“2024年，我们将在和美乡村建设方面持续发力，力争新增4个
省级和美乡村、11个市级和美乡村，以点带面逐年推进和美乡村建
设。”阳谷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贵民表示，该县还将立足平
原优势，高质量、全方位提升石佛镇“北城新语”产城融合省级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示范区，打造全省领先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

阳谷县

聚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 本 报 记 者 贾新伟
本报通讯员 马明坤

“以前，把地包出去，一亩地也就三四
百元；现在，集中承包，每亩租金有1000到
1200元。”3月20日，度假区李海务街道老
韩村村民顾忠芳说。

“以前自己种地，还得操心买化肥、农
药等，现在把地包出去，再给他们做田间
管理，既能增加一部分收入，还能在家照
顾老人孩子。”李海务街道邴堂村村民袁
世录说。

如今，无论在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
头，只要一聊起土地流转、大田托管，李海
务街道农民们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
住。这些变化，与中化农业 MAP 项目落
地李海务街道有关。

多年来，李海务街道农户都是一家一
户的分散种植模式，不仅投入成本高，而
且因种子质量和管理技术落后，农作物的
品质和产量没有保障。为加快推动现代
化农业发展，实现土地由农户分散经营向
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化经营的转型升级，3
月18日，李海务街道全面开启与中化现代
农业集团的战略合作，签订3万亩优质良
田生产基地合作协议。

围绕“强村富民”的目标，结合村情实
际，李海务街道进一步细化大田托管目标
任务，绘好“路线图”，明确“任务书”，列出

“时间表”，引领39个网格村党支部全面启
动土地流转、大田托管，一期计划完成土
地流转一万亩。

此次合作，采取党支部流转、股份经
济合作社托管的方式，将村民的承包地流

转给中化现代农业集团，该集团再委托各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对土地进行种植管理，
根据旋耕、播种、浇水、施肥、打药、收割等
实际用工量，每年每亩地给予股份经济合
作社 300 至 500 元的种植服务费用，合作
社安排本村村民进行土地种植管理。这
样，不仅增加了村民收入，还壮大了村集
体经济。

“基层党组织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广
大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邴堂村党支部书
记邴明刚说，在推动乡村振兴、助力村民
增收过程中，邴堂村党支部争做凝心聚力
的“吸铁石”、攻坚克难的“金刚石”、甘于
奉献的“铺路石”，切实维护村民在土地流
转合作中的权益。

此次合作的“排头兵”邴堂村，依托
大田托管新模式，优化了土地资源配

置，提高了村 民 土 地 流 转 收 益 ，壮 大
了村集体经济，也得到群众的普遍支
持。

为切实维护好农民在土地流转中
的权益，李海务街道明确发包土地指导
价格，约定合同租金递增机制。同时，
完善联审机制，并实行收益记账、公开管
理，保护村级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合
法权益。

作为中国领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企
业，中化农业 MAP 项目拥有母公司中国
中化和先正达集团的双重科技基因，秉承

“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的理念，让农
业连接上现代科技的翅膀，带领农民种出
好品质，卖出好价钱，为行业收集大数据，
打造从田间到舌尖的信任。

万亩良田忙流转
——李海务街道加快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

本报讯（记者 张目伦 通讯员 王欣楠）“3月21日下午，我们
将有4车、约1.6万件布艺收纳盒发往上海自由贸易港，然后经轮渡运
至美国海外仓。”3月18日，山东泊西实业集团生产经理王银鹏介绍
了近期跨境电商贸易情况。

山东泊西实业集团位于茌平区洪官屯镇，产品以草编、宠物用
品、布艺收纳盒为主，主要出口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地。2024年1
月至2月，该集团累计出口贸易额达2130万元，同比增加30%。今年
2月份，该集团新拓展TikTok销售渠道，线上累计销售货品10000箱，
海外线上增加销售额达500万元，预计3月底将实现贸易额3790万元，
同比增加28%。

“我在家里工作，平均每天收入80块钱左右。”李敏说。她来自洪
官屯镇周边乡镇，虽然从小腿脚不便，但干起手工活来非常麻利。从
事这份工作以来，她一天能做20至30件，按一件4元计算，月收入达
3000余元，完全可以满足家庭日常开销。“在这里上班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技术好学，工人们上手快。”她开心地说。

近年来，洪官屯镇大力培育“共富工坊”，助力乡村振兴，以跨境
电商为主要渠道，依托4个新村党群服务中心平台，积极发展本地区
农产品、日用品、草编、柳编、布艺收纳盒等跨境销售。“共富工坊”不
仅解决了泊西集团的用工需求，而且吸纳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搭上“共富快车”。截至目前，该镇已建成“共富工坊”4处，带动留守
妇女就业200余人。

洪官屯镇

搭上跨境电商“共富快车”

■ 本报记者 赵宏磊

乡村要发展，环境是底色。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
重要任务。近日，冠县斜店乡集中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春日行动”，对整治工作
过筛子、查弱项、补短板，加快推进各项
工作进展，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
量，全力描绘美丽乡村“新画卷”。

挂图作战，形成工作合力

斜店乡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
部署全乡人居环境整治“回头看”工
作，成立了斜店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同时将全乡分成5个任务推
进小组，由各村党支部书记担任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第一责任人，并将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纳入各村实绩考核，统
一思想、细化工作，形成抓好落实的工
作合力。

斜店乡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围绕
村容村貌提升、生活垃圾治理、闲置坑
塘整治等重点任务，组织各村、保洁公
司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以村
为单位，加强对道路沿线、沟渠河道、
村庄内外的整治，填埋低洼地块、清除
河道垃圾、处理杂草杂物，全力打造干
净整洁的农村人居新环境。同时，按
照“边整治、边宣传、边引导”的工作思
路，广泛宣传人居环境整治“人人参
与、人人受益”的理念，引导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自觉清理房前屋后垃圾、杂
草。

日常督导，打造长效机制

斜店乡在扎实开展环境整治的基
础上建立督导机制，成立了人居环境整
治督导小组，由乡分管领导带队巡回督
查，进一步健全管理体系。

斜店乡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建
立整改清单，督促各村、保洁公司及时
整改落实。每周通过座谈会的形式，与
保洁公司面对面、点对点地梳理环境问
题及整改情况，再结合每月县城乡环卫
一体化检查和暗访通报，分析扣分原
因，落实整改措施，严格奖惩。通过抓
思想促提升、抓典型促示范、抓规定促
养成，引导全乡上下共同参与，爱护环
境卫生，养成良好习惯，营造出全乡关
心支持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确保

实现常态长效。

美德信用，助力颜值提升

斜店乡将社会信用体系工作与人
居环境提升工作深度融合，通过信用正
向激励，以“小积分”激发“大能量”，开
展“美德信用+志愿服务”人居环境集中
整治活动。

在信用试点村庄招募100余名志愿
者，聚焦村容村貌提升、生活垃圾治理、
闲置坑塘整治等 11 项重点任务开展志
愿服务。目前，已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5
次，清理生活垃圾、建筑废料等10余吨，
整治占道经营等现象28起。在志愿者的
助力下，斜店乡进一步改善了村居环境，
擦亮了乡村文明底色，亮出乡村新“颜
值”，为村民的幸福生活锦上添花。

挂上“作战图”描绘“新画卷”
——斜店乡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春日行动”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李邦国）春分时节，农资市场迎
来销售旺季。高唐县赵寨子镇市场监管所近日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检
查，积极发挥“守护者”角色，确保农资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农民合法
权益，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在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对农资经营户和供应商销售的化肥、农药
等农资产品质量进行了全面检查。他们采取随机抽样、现场检测等
手段，重点检查了经营户证照是否齐全、是否按照经营范围经营、农
资产品进销货台账是否完善、计量工具是否准确，以及农资产品是否
存在过期、失效、商标侵权等问题。

赵寨子镇市场监管所所长薛金彬介绍，此次检查的目的在于从
源头上预防假冒伪劣农资产品上市，确保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保
质保量。对于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掺杂使假、虚标含量、以次充好、商
标侵权、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严肃处理。
同时，农户在使用农资产品过程中如发现质量问题，可拨打投诉电话
12315进行投诉举报。

此外，执法人员还积极向经营户开展“诚信经营”宣传，提醒他们
定期检查农资产品的有效期，严格把关进货来源，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落实进销台账制度，实行明码标价，共同维护农资市场的良好秩序。

赵寨子镇

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检查

3月13日，在东昌府区闫寺
街道高标准农田施工现场，工
人在对沟渠衬砌加固。东昌府
区在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中着
力推进农田沟渠疏浚、排涝改
造、衬砌加固等，为粮食丰产丰
收提供坚实保障。

■ 张振祥 胡睿

农田高标准
丰收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