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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任倩倩

前不久，茌平区杨官屯乡大谢网格村
村民谢家松为儿子置办婚礼，主动向村红
白理事会报备并作出承诺：“一切按村里的
规定从简办理，整个婚事共宴请庄乡 13
桌，每桌饭菜标准不到300元，不会大操大
办……”这是杨官屯乡深入推进移风易俗
行动的一个缩影。

“谢家松的做法赢得了广大村民的交
口称赞，为我们村下一步开展移风易俗、倡
导文明乡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6 月 24
日，大谢网格党支部书记谢遵正说。

“头几年，俺村里不少人家结婚办酒席
都是大鱼大肉、好烟好酒，你用600元一桌
的菜，我就用800元一桌的。谁也不服谁，

逐渐形成攀比浪费的不良风气。”说起村里
曾经的陋习，郭王网格村村民郭以荣很是
不满，“很多村民虽然心里想着节俭办事，
但是碍于街坊邻里的面子，往往就是‘随大
流’。”

服务群众，要站在群众的角度考虑问
题；倡树新风，政府要搭好平台。为革除陈
规陋习，杨官屯乡积极探索“党建+文明实
践+村规民约”，制定了《村规民约》《红白
理事会章程》等规章制度，将移风易俗要求
写入群众性自治章程中，倡导村民“红事新
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大力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我们要求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推进
移风易俗，红白理事会理事长多数由村干
部担任，为群众做榜样，效果立竿见影。”谢
遵正介绍，“现在，村民家中有白事，第一时

间通知红白理事会。理事会全程负责，不
用主家操心。”前段时间，一村民的父亲去
世，第一时间通知了红白理事会，红白理事
会帮忙打理了所有事宜，总共花费不到
2000元，而在以往，一场白事下来，少则六
七千元，多的能达到上万元。

杨官屯乡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突出群
众自治，采取“支部牵头、党员带头、群众参
与”的方式，征集党员群众多方意见，将遵
守红白理事会规定纳入党员个人承诺事
项，让党员干部成为知行合一的模范践行
者，让公序良俗制度化、规范化、具体化。

除了制度上的细化，杨官屯乡还将移
风易俗同志愿服务相结合，进一步加大移
风易俗宣传力度。前几天，杨官屯乡集中
开展了移风易俗宣传活动。活动中，几十
名志愿者走进店铺、农家，挨家挨户发放移

风易俗倡议书，引导群众抵制大操大办、封
建迷信活动，争做文明新风的积极倡导者
和自觉实践者，让移风易俗的理念“润物无
声”。

“移”除陋俗，“易”得新风。杨官屯乡
越来越多的村民转变了陈旧观念，大家以
实际行动自觉抵制红白事大操大办与相互
攀比之风，主动接过移风易俗的“接力
棒”。“以前村民比的是谁家办事的排场更
大，现在比的是谁家孝老敬亲，谁家勤俭持
家，谁家勤劳致富。”谢遵正言语之中满是
骄傲之情。

如今，在杨官屯乡，节俭养德、文明理
事等社会风气更加浓厚，农民人情支出负
担明显减轻，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
高，破陈规、除陋习，勤俭节约、孝老爱亲、
朴实淳厚的文明新风劲吹乡野。

“移”除陋俗“易”得新风
——杨官屯乡文明清风润乡野

6月22日，在位于茌平区温陈街道的山东圣水特种养殖有限公
司内，工作人员查看鲈鱼长势。

近年来，茌平区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发展设施渔业，引导养
殖户走产业化养殖、品牌化经营的路子，着力培育渔业经济的增长
点，帮助水产养殖户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王鹏

本报讯（记者 陈金路 通讯员 杨爱荣 孙奎彬）“以前俺村后
街的拐角杂草丛生，现在好了，街角空闲土地成了‘口袋公园’，每天
路过看着也舒心。”6月23日，阳谷县阎楼镇阎楼村村民闫风月说。

这是阎楼镇打造特色乡村振兴片区的一个缩影。该镇党委政府
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开展特色风貌改造、村庄人居环境提升、街
道整治等工程，将生态更加宜居放在重要位置，以张岩寨村、辛庄村、
高门楼村为引领，以点带面提高村庄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深入人心。

“‘口袋公园’建设完毕的同时，我们村的坑塘也即将改造完
成，原来杂乱的坑塘现在也清理完毕、围上了护栏。今后将撒入
鱼苗打造休闲娱乐垂钓区，不仅能让环境更加美观、群众生活更
加丰富，也会为村集体带来一定的收入。”该镇阎楼村村干部徐继
亮说。

“以前只有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高科技设备，现在俺们村也有
了。”6月24日，阎楼镇张岩寨村村民正围着刚刚建成的绿色高效农
业监测站不住地称奇。他们口中的绿色高效农业监测站可以利用物
联网技术，动态监测田间作物的墒情、苗情、病虫情及灾情，提高农作
物物理防治水平。“通过动态监测，促进了农业生产精细化、高效化、
现代化发展。配备的风吸式杀虫灯可高效杀虫，绿色无污染，显著降
低虫口基数，减少化学药剂使用量，有效降低农民种植成本，提高农
民收入。”张岩寨村党支部书记张伟表示。

“打造好、建设好、完成好推进区，事关民生之福祉、产业之兴旺、
经济之发展。我们始终秉承‘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定有我’的信念，
勇担责任，敢闯难关，广听民意，打造有阎楼特色的乡村振兴片区。”
阎楼镇党委书记李森说。

阎楼镇

打造特色乡村振兴片区

本报讯（记者 洪祥 通讯员 李冉冉）6月24日，记者从冠县清
水镇了解到，不久前，该镇后蒋寨村村民黄先生拨打12345市民热线，
称家中5亩地被地邻占用0.5亩，影响正常作物耕种，要求村里协调重
新测量、分配耕地。

接到黄先生的反映后，清水镇政府工作人员立即与其联系，并协
同后蒋寨村包村干部和村党支部书记到黄先生家中了解情况。经咨
询相关情况和实地测量，发现确有占地情况。主要原因是年久导致
耕地界线不清晰，并非恶意违法占地。工作人员根据来电人和其地
邻的土地确权证面积进行重新测量，最终确定了双方的新界线，明确
规划出两家耕地边线，双方对新界线的划分均表示满意，困扰双方已
久的地界问题得到圆满解决。黄先生对此表示感谢，双方均表示要
守护好新界线，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

这是清水镇做好市民热线工作的一个缩影。该镇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12345市民热线联系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作用，让 12345 市民热线成为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的“连
心线”。

清水镇

接诉即办解民忧

本报讯 （记者 张洁 通讯员 胥永
进）仲夏时节，高新区顾官屯镇胥寺村美
丽庭院示范户齐振成家中，院落干净整
洁，院内鲜花盛开，屋内家具摆放整齐有
致。清理院内卫生、打扫房屋，是齐振成
一家每天的必修课。“我们全家齐上阵，不
仅将院子清理得干干净净，还种上了各色
花草树木，住着舒服，心情也好。”齐振成
说。

高新区以“庭院美、居室美、家风美、生

活美”四美为标准，通过宣传教育、示范引
领、实践养成“三位一体”创建路径，打造高
品质美丽庭院，提升农村人居住环境，为乡
村振兴增色添彩。

示范引领，全面创建。高新区通过发
放倡议书、美丽庭院户挂牌、广播等方式，
激发广大群众共创共建美好家园。针对
创建过程中存在的部分村民认识不到位、
参与程度不高等问题，发挥党建带妇建引
领作用，组织巾帼志愿者入户指导，开展

打造和建设美丽庭院主题活动，利用党员
主题党日开展美丽庭院大讲堂。“持续深
化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带动更多群众及家
庭跻身美丽庭院创建，全面提升乡村‘颜
值’，发挥好美丽庭院示范户的带动作用，
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良
好氛围。”顾官屯镇妇联主席韩立敏向记
者介绍。

围绕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行动，高新区以“庭院美、居室美、家风

美、生活美”为创建标准，因地制宜聚焦亮
点特色，采取点、线、面融合共进方式，依托

“顾乡平野”市级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打
造兴隆村和西程铺亮点村庄。目前，全区
共有美丽庭院3300余户，常住庭院户7200
余户。

“我们致力于逐步实现由美丽庭院、
美丽胡同、美丽乡村到美丽片区，由微景
观、小菜园、小花园到田园庭院、花香庭
院、环保庭院、经济小院、红色小院的迭
代升级，引导群众趣在庭院、乐在庭院、
富在庭院，释放乡村建设新活力，庭院经
济催生美丽经济，实现美丽庭院建设与
家庭致富增收、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高新区党群工作部群团办公室主任单胜
男表示。

高新区

庭院提颜值 幸福添成色

本报讯（记者 贾新伟 通讯员 张世方）6月21日，记者在度假
区李海务街道获悉，该街道坚持党建引领，以“强班子、引人才、优模
式”三项举措，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恒动力”。

强班子，夯基础。该街道建立“周学习、月打擂、季考核”工作机
制，推动多项工作争先进位。引人才，添活力。深入实施“归雁工
程”，先后吸引孙广斌、谭学兵等在外人才“情归家乡”，其中，孙广斌
回村创办的刘道之健康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获评“山东省乡村旅
游创新企业”。优模式，促发展。大力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强村富
农新模式，建立了“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机制。

在党建引领下，李海务街道注重“生态”治理，体现发展“和
美”，深入实施“形象、基础、环境”三提升工程，筑牢示范片区发展
根基。规划引领提形象，聘请聊城华科设计院、山东省旅游规划
设计院等，完成了片区内村庄规划和乡村旅游策划，为推动乡村
振兴做好了规划设计。乡村建设强基础，完成了片区内 10 公里的

“四好农村路”建设；投资 2500 余万元对刘道之、河洼等村进行美
丽乡村建设，刘道之村、谭庄村、河洼村、米堂村等省级美丽乡村
已完成验收。深入实施人居环境六大提升工程，对村庄环境进行
综合整治。其中，刘道之村打造了 500 余亩的生态水系，同时因地
制宜，用微景观点亮和美乡村，实现了绿不断线、景不断链，被评
为山东省景区化村庄。

李海务街道

党建引领共建和美乡村

6月20日，在东昌府区闫寺街道辛王顺丰家庭农场，农民利用喷灌设备浇灌出苗的玉米。时下，受高温干旱影响，我市多地农作物出现不同程度旱情，各地多措并举，通
过调引黄河水、临时打井、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等方式，积极组织灌溉，全力抗旱保苗。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张之超

■ 本 报 记 者 张目伦
本报通讯员 牛贵葆 曹国强

“我们每星期可以到幸福食堂免费吃
一顿饭，姊妹们还可以坐在一起聊聊天，现
在日子这么好，真的很开心。”6月21日，在
村里的幸福食堂吃过午饭后，莘县大王寨
镇杨庄村百岁老人张存英和邻居们聊起了
家常。

杨庄村是中共冀南区委员会旧址所在
地，也是“山东省红色文化特色村”“山东省
旅游特色村”。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壮大
集体经济力量，该村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大力发展板材加工和林下蘑菇种植两
大产业。

截至目前，杨庄村木材加工厂发展到
68家，年创产值8.9亿元。与此同时，通过
党支部引领，该村创办“莘林食用菌种植专
业合作社”，发展林下食用菌种植，第一期
规划使用林地 1000 亩，年产各类菌菇
2万吨，产值达4200万元。其中，羊肚菌种
植亩产量 500 公斤。去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实现30万元。

为更好地服务当地政府、搭建招商引
资平台和助力乡村振兴、推介家乡文旅、
推进强村富民措施落地，5月初，杨庄村商
会揭牌成立。名誉会长为该村党支部书
记王现军，夏祥利任会长、夏洪超任秘书
长。

杨庄村现有60岁以上老人195人，其

中包括两位百岁老人。村企业发展了，
经济实力增强了，该村党支部聚焦民生，
把创办老年人幸福食堂列为第一民生工
程。

创办幸福食堂，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传
统美德、持续提升老年人幸福生活指数的
需要，是深入落实党的尊老、养老政策的
一项重要举措。王现军担任幸福食堂民
生工程第一负责人，积极筹措资金，克服
各种困难，终于把这项民生工程落到了实
处。5 月 9 日，该村幸福食堂正式揭牌启
用。

王现军介绍，这是莘县今年建设的第
一个幸福食堂。该村幸福食堂为二层农村
别墅，一楼为餐厅、二楼为中老年人活动中

心，总面积为 372 平方米。食堂对过另设
有面积 200 平方米的厨房，还配备了一名
保健医生。正式启用后，幸福食堂每周为
全村百名老人免费提供一次午餐，每次午
餐标准为1600元左右。夏祥利等10名爱
心企业人士为建设幸福食堂各捐款 2000
元。

“杨庄村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幸福
养老，‘两者并举’，相得益彰。特别是商会
的筹备成立，能够更好地整合全村经济资
源，形成强大合力，通过创新生产模式、打
造板材品牌，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从而为
长期办好幸福食堂提供坚实经济支撑。”大
王寨镇党委书记李强说。

左手兴产业 右手惠乡邻
——红色杨庄交出满分民生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