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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宏磊）“原来咱家居住的三间破旧老房子，每
逢刮大风、下大雨，四处透风漏雨，住在里面不安全。”3月25日，冠县
斜店乡斜店村居民宋燕丽喜笑盈盈地告诉记者，“现在拆除了危房，
翻建了新房，住上了宽敞、明亮、舒适、安全的大房子，心里别提多高
兴了！”

斜店乡把农村C、D两级危房解危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严格
按照省、市、县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做好危房改造工作，变“忧居”为

“安居”，让村民住上了安全舒适的新居。斜店乡危房改造任务共计
61户，涉及5个管区18个村庄。截至3月13日，斜店乡已提前完成整
改任务，完成率达到100%。

民生工程，质量至上。在工作推进过程中，斜店乡组织工作专
班，严格落实乡、村干部C、D级危房解危责任制，两级干部承包到户，
具体负责老旧危房拆除、修缮、新建房工程管理和质量监管工作，入
户向群众宣传C、D级危房解危相关政策，帮助危房解危对象解决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台账，逐户整改销号，确保各村C、D
级危房解危工作顺利推进。

为彻底解决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斜店乡将持续对辖区老旧危房进行常
态化巡查管理，一旦发现安全隐患，第一时间消除，确保辖区居
民生命财产安全。

变“忧居”为“安居”

斜店乡扎实推进危房改造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 通讯员 李更栋 倪群力）“王站长，我这
边还需要5吨小麦返青肥，麻烦你再送一趟。”3月24日一早，临清市
刘垓子镇姜油坊村的包地大户闫保峰就给鲁供农服刘垓子中心社大
辛庄综合服务站负责人王怀喜打电话。今年，他已经在这个服务站
购置了150吨小麦返青肥。

王怀喜告诉记者，眼下各类农资已进入销售旺季，鲁供农服刘垓
子中心社大辛庄综合服务站的化肥储备充足，已销售春季用肥600多
吨，大部分肥料直送至用户家中或田间地头，农户足不出户就能用上
放心肥料。同时，服务站还开展了测土配方施肥，指导农户科学合理
施肥用药；进行统防统治麦田除草3000多亩，让农民在春耕备播中省
心、省工又省力。

春耕生产，农资先行。今年以来，聊城市供销社充分发挥农资
流通主渠道作用，全力保障春耕农资储备足、流通畅，助力春耕备耕

“开门红”。通过构建农资仓配体系，建设1处省级农资集配中心、4
处县域仓配基地、16处县域农资旗舰店，建设8个县域农资运营平
台，提升全市系统农资仓储能力、周转能力。依托农资龙头企业优
势，密切跟踪研判市场行情，及时对接上游农资生产企业，做好农资
商品储备，保障商品质量。利用集采分销、网络直销，农资直达 45
家乡镇供销农资综合服务站和73家村级农资服务社，打造贯通市、
县、乡、村四级的农资流通服务网络。建设市级农资仓配基地1处，
组织各县（市、区）供销社多渠道、多方式调配资源。目前，全市供销
系统库存春季化肥、农药等重要农资2.3万余吨，切实发挥了农资稳
价保供“压舱石”作用。

市供销合作社

做足农资储备 织密流通网络

本报讯（记者 林晨 通讯员 李焕成）“你们都下班了，我现在
还能办理低保申请吗？”3月25日中午12点多，已是下班时间，刚刚来
到茌平区胡屯镇便民服务大厅的习阿维询问工作人员。“能，我们这
里有延时服务，给您办完以后我们再下班。”工作人员回复道。

出示身份证、填表格、上传材料……在工作人员帮助下，习阿维
不到半个小时就办完了低保申请。“留下电话，有关事项会打电话通
知您。这是我们的电话，有问题您也可以联系我们，不用来回跑
了。”工作人员说。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胡屯镇政务服务中心全面推行
“首问负责”“一窗受理”“帮办代办”“延时服务”“一次办结”“预约服
务”等惠民服务，真正为办事群众节约时间、成本，不断提升基层政务
服务质效。服务大厅设置群众休息区，提供免费书刊，配备自助服务
终端、急救箱、饮水机等便民服务设施，为群众提供便利，受到广大群
众好评。

胡屯镇始终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
实现“进一个门、问一个人、办一揽子事”，努力让群众实现“就近办、
一次办、马上办”，做群众贴心人，营造便民、为民良好氛围。今年以
来，该镇已办理各类事项500余件，办结率100%。

胡屯镇

延时服务温暖办事群众

3 月 22 日，在东昌府区沙镇苇园村，农民在搭建蔬菜大棚。天
气变暖，该镇积极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结合市场需求，引导和
鼓励农民利用现代设施农业的优势发展特色种植，有效带动种植
户增收。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呼静茹

三月的乡村，充满生机。3月24日，从空中俯瞰莘县的麦田，绿意盎然，广阔无垠，村居、温室大棚点缀其间，构成一幅生动的田园风光画。 ■ 本报记者 郝川

■ 本报通讯员 郭洪广

“挖排水沟及整修生产路350米。”3月
22日，高唐县固河镇崔堂村党支部书记刘
曰海在《2024年度固河镇崔堂村党组织书
记公开承诺事项》“为民办实事”一栏中记
上了一笔。连日来，该村干群合力完成了
挖排水沟、修生产路这件实事，为农业生
产打好了基础。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今年以来，固
河镇聚焦民生事业发展，突出党建引领，
围绕“产业经济发展、人居环境整治、基础
设施提升、精神文明建设”等组织开展“承
诺践诺，为民办三件实事”活动，充分发挥
党组织带头人“头雁引领”作用，明确发展
目标，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所有承诺事项
在镇、村公开栏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为强化督导，固河镇组织人员每月逐
村督导办实事落实情况，对按时完成、群

众反馈好的村，予以宣传表扬；对进展缓
慢、群众意见大的村，通报批评并约谈支
部书记；对各村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瓶颈，联系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协调解
决，做到件件实事落地。

崔堂村南有400多亩农田地势低洼，
每到雨季排水不畅，造成大面积积水，导
致作物减产。村“两委”多次组织召开党
员会、群众会，收集村民反映的问题，把挖
排水沟及整修生产路签在了“公开承诺事
项”中，组织动员群众开挖整治。“现在挖
了排水沟，这片农田收成有保障了，村里
为大伙办了一件大好事！”村民魏子海说。

3 月 20 日，在孙家庙村北施工现场，
几台大型机械在紧张作业，13 条总长
5200 米的生产路平整维护项目即将竣
工。“原来这些生产路只能容纳一辆车通
行，路两侧还堆着杂物和砖块，遇到对面
来车，就会辗轧到地里的庄稼，来往特别

不方便。”说起以前生产路状况，村民无
不连连摇头。

3月初，村“两委”通过“四议两公开”
程序，把修好田间生产路确定为三件实事
之一。随后，雇佣挖掘机、推土机等机械
清理道路两侧垃圾杂物，对路肩进行规范
化修整，生产路加宽至5米并压实。“这路
修得真好，宽敞平整，会车时再也不会轧到
地里的庄稼了，村‘两委’想得真周到。”村
民王建国竖起了大拇指。

3月22日下午，在大华村前街数条巷
道胡同里，机声轰鸣，混凝土搅拌车转个
不停，村民们正在铺筑串联大小胡同的

“民生路”。“我们聚焦群众‘门前路’，实施
胡同硬化，解决群众‘晴天一身土，雨天一
身泥’的烦恼。”村党支部书记胡建民介
绍，村“两委”创新工作方式方法，采取乡
贤、企业能人募捐的方式筹款，对9条胡同
进行了硬化。“以前下雨天，胡同里全是

泥，不敢出门，现在是正儿八经的水泥路
面，雨天也不用担心踩一脚泥了，大伙出
行更方便了！”村民们望着施工现场，脸上
写满了期盼。

从安路灯、打深井到硬化胡同，通过
一桩桩、一件件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
生实事，增强了该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固河镇开展党组织“承诺践
诺，为民办三件实事”活动，进一步压实了
各级党组织书记党建责任，打通了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神经末梢”，让辖区群众得到
了更多实惠。截至目前，全镇75个村级党
组织承诺事项225件，已完成96件。

“固河镇将常态化开展承诺践诺活
动，持续提振全镇党组织书记的精气神，
抢抓机遇，从小事入手、从实事着力，倾心
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为民生加
码、为幸福提速、为生活添温。”固河镇党
委书记赵伟表示。

公开承诺 积极践诺
——固河镇为民办实事“一诺千金”

■ 本 报 记 者 林晨
本报通讯员 马林文

激昂的旋律、娴熟的动作、专业的教
学……3 月 24 日上午，茌平区杜郎口镇
文化站大院里热闹非凡，一场春季群众
广场舞培训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为进
一步丰富辖区 3 万余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杜郎口镇联
合茌平区文化馆在镇文化站大院开展了
为期一天的广场舞培训活动。“我刚把培
训通知发到镇文化工作培训群里，当天就

有20余名舞蹈爱好者线上报名，踊跃参与
培训活动。”杜郎口镇文化站站长管成迁
告诉记者。

上午9时，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悠
扬高亢的音乐旋律，来自茌平区文化馆的
李驰老师便带领60余名广场舞爱好者进
入紧张忙碌的培训状态。“同学们，请不要
慌，慢慢跟着老师学……”李驰站在培训
队伍的最前面，一边讲解、示范，一边鼓励
面前这些年龄参差不齐、舞蹈基础迥异的
学员们。

李驰负责全区文化部门的舞蹈培训
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本
次培训活动中，他通过示范、动作讲解、

点评互动、集体练习相结合的方式，重点
围绕舞蹈技艺开展培训。他教授的舞蹈

《我和我的祖国》动作优美、气势磅礴，深
受基层广大舞蹈爱好者的喜爱。“这次有
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们跳舞，机会难得，大
家都很高兴，作为何屯村舞蹈队的一名
队员，我一定认真学习。”杜郎口镇何屯
村广场舞爱好者翟化霞激动地说。

春风拂面，乐声飞扬。现场参与培训
的学员们在一天短暂的培训里，认真揣摩
练习，尽力掌握老师教授的每一个动作要
领，用最甜的笑容、最美的舞姿展现着自
己靓丽的风采。

北街村村民商桂花是广场舞的忠实

爱好者，也是村文艺队队长。闲暇之余，
她就会集合自己的舞友一起跳广场舞。
由于有一定的舞蹈功底，她第一个获得了
老师的表扬。“经过一天的学习和培训，我
基本掌握了老师教的动作要领，回村后一
定反复练习，练熟后再教给我的队员
们。”商桂花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将充分发挥文化惠民职能作
用，积极举办各类群众性文化培训活动，
为当地群众搭建展示幸福生活的平台，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全力加强文化建
设，推进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振兴。”杜郎
口镇分管文化工作的负责人王德勇说。

“舞”出乡村新风尚

■ 本 报 记 者 钟伟
本报通讯员 刘怀宇 山林娜

春分时节，天气回暖，金堤河畔的乡
间大地再次活跃起来。3月20日，在阳
谷县十五里园镇赵洼村风华粮食种植专
业合作社麦田里，4台大马力拖拉机来回
穿梭，将复合肥从犁刀中撒入土地。

“尽管今年苗情好于上年，但是一点
不能松懈，考虑到随着气温逐步回升，小
麦陆续进入起身拔节期，我们要尽早松
土施肥。”合作社负责人赵振红说，合作
社流转了 400 亩土地种植紫小麦，采用
安装有定量施肥装置的新型植保机，2天
就可以完成一轮精准化作业。

“咱这里的地，靠着黄河挟泥带沙淤

积，有个种庄稼的好底子。”随手拔出一
棵麦苗，赵振红笑着说，“好地有了，还要
有好种子。现在还看不出来，我这里种
的可不是普通小麦，是从省农科院引进
的紫小麦。这种小麦富含花青素，有抗
氧化、抗衰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功
效，市场收购价比普通小麦每斤高三四
毛钱。”

“每斤高三四毛钱”，是扎实践行“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回报。在赵洼村，
去年新建的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与建设补助项目派上了大用场。赵振红
指着地头的小房子说，这是水肥配比站，
旁边还安装了农田小气候观测仪、太阳
能杀虫灯、土壤墒情监测仪……过去田
间路狭窄坑洼、排灌设备不完善，农田基

础设施的落后困扰着他。“2021年受罕见
秋汛影响，玉米收割难度加大，仅人工成
本一亩地达 600 元。现在，不仅路、井、
电全部上新，还在农田里铺设了滴灌设
施。这带来了便利、节约了成本、提高了
产量。”

十五里园镇党委书记高传振介绍，
为保障春耕生产顺利开展，今年初，该镇
投资60余万元，组织3支专业队伍，对贯
穿镇域的八里庙干渠、十五里园支渠等
10余条沟渠进行清淤疏浚，并更新改造
了涵闸、泵站等小农水设施，工程全长
26.35千米。

旱能浇，涝能排，还有农业高科技
加持，赵振红种粮的信心更足了。今
年，赵洼村计划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在收回 50 亩集体土地的基础上，集
中流转土地，种植紫小麦、糯玉米，让更
多村民享受集约化经营带来的好处；利
用国家扶持资金，依托风华合作社建设
的粮食仓储设施项目预计 6 月份开工，
主要建设 640 平方米储粮仓库和烘干
塔，可有效改善粮食收储条件，提高粮
食品质和效益。

“种好粮，多产粮，今年我们更有底
气！”高传振说，在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稳
定的基础上，十五里园镇将持续推动高
标准农田建设，打造“集中连片、旱涝保
收、高产稳产”的绿色高质示范田，同时
积极引进作物新品种、运用农业新技术、
推广种植新模式，不断提高单产水平和
亩均效益，促进农业增产增效。

种粮大户的春耕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