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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政哲） 初秋时节，
在位于冠县范寨镇的易安蚯蚓养殖基
地，一垄垄蚯蚓床整齐划一，每块标准的
蚯蚓地垄都铺着经过发酵的牛粪，翻开
泥垄，下面则是密密麻麻的蚯蚓。

“蚯蚓浑身都是宝，市场前景非常广
阔。”8月26日，冠县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杨一博介绍，蚯蚓养殖投资小，
收益可观，蚯蚓吞食牛粪后分解出来的
蚯蚓粪被称为“有机肥之王”，不仅含有

丰富的营养物质，而且还含有大量的有
益微生物群，长期施用蚯蚓粪有机肥，不
仅节约成本，还能调节土壤酸碱度，种出
口感更好的蔬菜水果。

据了解，该项目利用畜禽粪便养殖
蚯蚓，消解农业废弃物，蚯蚓排出的粪便
可作为优质有机肥料种植有机蔬菜，实
现绿色循环种养，不仅延伸了产业链、放
大了经济效益，而且打通了畜禽粪污“收
集—分解—利用”的循环链，提升了生态

效益。
“基地现在有16个大棚，每棚每月产

量在 1000 斤左右。”杨一博介绍，养殖基
地每年还会拿出10万元用于给脱贫享受
政策户分红，不仅拓宽了群众增收门路，
还形成了一条绿色产业发展之路。

在小切口上做出大文章、在小产业
上展现大作为。范寨镇以绿色循环农业
为支点，探索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利用
与乡村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新模式，努力

走出一条群众增收新路子，进一步推动
乡村振兴。

范寨镇党委副书记李壮利表示，范
寨镇将大力鼓励和引导各村庄充分发挥
产业资源优势，创新“企业+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农户”的增收模式，因地制宜发
展蚯蚓养殖，提升土地利用价值，打造

“闲置田”利用+“环保口”致富的闭环经
济，实现企业、村庄、群众互利共赢。

范寨镇：蚯蚓变身致富“软黄金”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 通讯员 任倩
倩）记者日前从茌平区杨官屯乡了解到，
该乡积极探索公益性岗位新型管理模式，
在“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上下功夫，加
强公益岗管理，发挥公益性岗位在人居环
境整治、志愿服务、秸秆禁烧等工作中的
作用，让“小岗位”托起大民生，持续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摸清需求，按需设岗。杨官屯乡以村
为单位，开展乡村就业困难群体大龄劳动
力情况摸底调查，结合日常环境卫生整
治、帮办代办、宣传等基本工作需要设立
相关岗位，按照公益性岗位的聘用条件招
聘困难群众就业，帮助在家待业的困难群

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严格管理，动态调整。杨官屯乡加强

对公益性岗位人员的日常考勤和考核，由
各村委会按月考勤，每月出工不少于 20
天，并由本人签字确认，每次常态化抽查
考核进行公示，对考核过程中发现的工作
履职不到位人员及时进行调整。同时，重
视日常监管，各村建立公益性岗位人员信
息登记台账，不定期开展公益性岗位摸排、
清理、整顿工作，保证在岗人员的真实性。

强化监督，完善机制。在设置岗位、
招聘人员的同时，杨官屯乡出台了城乡公
益性岗位日常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考核
监督管理体系，各村按照“谁开发、谁负

责”“谁使用、谁管理”的原则，对公益性岗
位的工作进行量化，明确岗位职责、工作
范围、上岗时间，确保工作有人干、考核有
依据。建立人员动态管理台账，乡级定期
汇总、不定期抽查，坚决杜绝虚设岗位、顶
替上岗的现象。

该项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成
效。公益性岗位人员遵守日常管理制度，
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定期对各村内
主干道，村庄房前、屋后，辖区内河道、沟
渠垃圾进行清理，时时保持村内主次道
路、房前屋后、河道沟渠干净整洁，切实提
升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效。公益性岗
位人员积极参与禁烧值班、政策宣传等各

项工作，助力秸秆禁烧防火工作。他们深
入田间地头向农户宣传国家的禁烧政策，
提倡群众自觉抵制焚烧秸秆，让农户充分
认识秸秆焚烧的危害，从源头上遏制秸秆
焚烧的发生。此外，公益性岗位人员还为
群众提供帮办代办社保、民政等民生事
项，为不方便出门的群众提供上门服务。

截至目前，乡村公益性岗位在岗286
人，人均年增收7000元。下一步，杨官屯
乡将持续做好公益性岗位人员管理工作，
确保“有岗有人有事有责”，充分发挥和调
动公益性岗位的积极作用，结合实际，压
实责任、细化并举，用好、用活公益性岗位
队伍，助力乡村振兴。

在岗286人、人均年增收7000元，杨官屯乡——

“小岗位”托起大民生

本报讯（记者 赵宏磊）8月26日，冠县斜店乡前社庄村村民许
士元正在自家的蔬菜大棚里忙碌着，一排排整齐的架子上挂满了鲜
脆可口的黄瓜。“早上摘的黄瓜特别水灵，客商就喜欢这种品相好的
黄瓜。”许士元说，“现在每天都能卖出300多公斤，我错茬种植，正赶
上黄瓜价格上涨，效益非常可观。”

“前社庄村拥有30多年的黄瓜种植历史，全村蔬菜种植面积已达
1800亩，带动周边村庄先后发展起5000余亩的蔬菜种植，蔬菜交易
市场单日最大交易量达到60万公斤，年交易量达到1.2亿公斤。”前社
庄村党支部书记许士强介绍。斜店乡素有蔬菜种植的传统，大棚黄
瓜更是乡里的支柱产业。斜店乡高度重视黄瓜新技术推广，下一步，
将继续推进交易市场数字化建设，促进高品质种苗研发与推广，让小
黄瓜真正成为百姓发家致富的好帮手。

斜店乡

特色产业促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杨伦飞）“谢谢你们，多亏你们的悉心指导帮
办。”8月27日，居民刘香银来到阳谷县李台镇便民服务中心，将一面
写有“服务热情暖至人心 尽职尽责情系商户”的锦旗送到工作人员
手中。原来，其丈夫所开的粮油超市需变更经营范围，他本人在外地
务工无法到场，而刘香银又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线上办理。中心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电话远程指导刘香银的丈夫完成了业务变更。

今年以来，李台镇便民服务中心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不断创
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努力打造群众满意、企业
信赖的优质服务平台。该中心将涉及社保、医保、市场准入、退役军
人、残联等多个部门的业务集中到大厅办理，实现“一站式”服务，大
大节省了群众的时间和精力，提高了办事效率。针对老年人、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推出优先办理、上门服务等暖心举措，确保他们享受便
捷的服务。此外，中心还设置了休息区、饮水机、急救包等便民设施，
为群众营造温馨舒适的办事环境。

李台镇

政务服务提质效

本报讯（记者 张目伦 通讯员 李广涵）“定远寨镇将文明实践
与美德信用建设有机融合，建立‘美德信用+’模式，激发了精神文明
建设新动能。”8月23日，冠县定远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薛东旭介绍。

定远寨镇党员干部和村“两委”干部、基层网格员共建新时代文
明实践队，成立村民议事小组、红白理事会、法律明白人队伍，建立健
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组织志愿者进入商超、
企业开展走访活动，通过故事宣讲、案例分享、分发宣传手册等方式，
讲解诚信经营的榜样事迹，解读信用体系建设有关的政策法规，大力
宣传普及诚信文化、个人信用以及征信政策的重要性，鼓励大家切实
履行诚信合法经营的责任，营造诚信公平的市场氛围。

定远寨镇还积极开展“美德信用+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美德健康新生活志愿者认领宣传员、巡查员、清洁员，以“边整
治、边宣传、边引导”的方式，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环境卫生清理志愿活
动，让群众真正成为“美德信用”的参与者、受益者，共同维护村庄整
洁。

定远寨镇

文明新风入心田

8月26日，茌平区温陈街道郝庄村村民在管护鸡心果。近年来，茌平区依托当地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软枣猕猴桃、鸡心果等特色
林果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王鹏

■ 本 报 记 者 张目伦
本报通讯员 刘殿宏 谭相辉

“村内宅基全部实行粮宅挂钩。”“丧
事从简，倡导厚养薄葬。”“鼓励体现新时
代新风尚的婚嫁礼仪习俗。”8月24日，东
昌府区道口铺街道同创社区仙庄网格党
支部书记孙乐文展示了该村不同时期三
个版本的“村规民约”。

乡风文明建设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和软
件基础。作为东昌府区人大代表，孙乐文
在倡树文明新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方面有自己的探索。

上世纪90年代，农村治理面临两大难
题，一个是计划生育，另一个是宅基安排，
处理不好，就会出乱子。为了节约农田，
仙庄村实行了“粮宅挂钩”办法，规定宅基
有偿使用。1998年11月15日，《仙庄村宅
基安排及有偿使用的若干规定》经全体党

员及村民代表大会通过。
“当时，因宅基产生的矛盾日渐突

出。如何使宅基使用更加合理化？我们
就结合实际制定了这个规定。”孙乐文说，
宅基安排实行男女平等，因考学或招工离
开的、多年人户分离的、去世后转移的、无
儿无女的……都有交费标准。“各种情形
都考虑到，宅基问题就解决了，多年来无
人因此闹事。本规定一直执行到2017年
整村搬迁。”

2020年1月18日，《仙庄村村规民约》
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同时通过的还有

《文明办理红白大事执行办法》。“乡村文
明”“移风易俗”“志愿者服务”“未成年人
教育”“依法治村”……虽然只有薄薄的4
页，但内容丰富。

“近几年，红白喜事的风俗习惯越来
越不规范，村与村、户与户之间的差别越
来越大，互相攀比、铺张浪费的现象愈演
愈烈，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孙乐文说，

必须定规矩、立良俗、破陋习、扶正气。本
次村规民约的修订，共收集意见建议30多
条，经过反复修改才定稿。“如今，这些规
矩成为群众办理婚丧嫁娶事宜的‘硬杠
杠’，谁家有红白事要办，门口就立上写有
村规的牌子，让亲友们知道，简办不是主
家小气，而是村里的要求。办事的负担越
来越轻，村民们也逐渐认识到了移风易俗
的好处。”

2024年，仙庄村村规民约再次迎来修
订，初稿现已交由全体村民讨论。“这次主
要增加了限制不当婚闹、治理高价彩礼
等内容。我们制定了相应措施，对于一些
低俗的行为，不能再停留在‘告诫’上，要
采取‘惩戒’手段才行。”孙乐文表示，这份

“规定”预计8月底通过。
仙庄有530户、1469人，是东昌府区第

二批开展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村，安置区
1008 套楼房于今年 4 月份完成交房，960
多个车位也有了各自的“主人”。“这么多

人，这么多房，两天时间就顺顺利利地安
排妥当了，没有一个人有异议，这就是良
好村风的体现。”说起大家能这么快就搬
进新房，该村村民仙风尚对村干部们的付
出直竖大拇指。

2018 年 3 月，村民仙立新舍身挡刀，
最终将犯罪嫌疑人制服，被评为“聊城好
人年度十大人物”；2019 年 10 月，为给重
症肝衰竭和肝细胞坏死的66岁村民姜凤
英提供足够的临床用血，仙庄村村民接力
到济南献血30000毫升，2020年1月，仙庄
村全体村民荣获聊城首届“十大公民榜
样”荣誉称号。一股股文明力量涌动乡
村，传递温暖关爱；一个个模范典型示范
带动，汇聚美德光芒。

党风带民风，民风促村风。“尊老爱
幼，家庭和睦，团结邻里，乐善好助，这十
六个字，就是仙庄村的村风。”孙乐文说，
有了这些与时俱进的“规矩”，充满活力、
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将越来越多。

村规民约“更新记”

本报讯（通讯员 刘加明 李明）“我们到的时候已经中午12点
了，工作人员即将下班，本以为要白跑一趟，没想到工作人员加班帮
我们办理，现在的政务服务真是热情周到。”日前，在茌平区乐平铺镇
便民服务中心社保窗口，为新生儿办理参保登记手续的村民高秀荣
对窗口的延时服务高度称赞。

乐平铺镇便民服务中心积极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创新服务
方式，常态化开展“午间不间断”“不打烊服务”等延时服务，自觉秉承

“窗口有群众，我们不离岗”的服务理念，切实解决群众“请假难、来回
跑”等问题，为办事企业和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我们实施窗口服务‘一次办好’与‘延时服务’便民方案，只要还
有办事群众，窗口工作人员就会主动延长服务时间，满足群众办事需
求。”乐平铺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李明说。延时服务累计为群众办理
社保、医保及残联等业务200余人次，解决问题30余件。

下一步，乐平铺镇便民服务中心将不断拓宽政务服务渠道，打造
窗口常态化“暖心式”服务模式，持续优化延时服务、精准帮办代办服
务等多元化服务方式，为办事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

乐平铺镇

延时服务暖民心

8月22日，东昌府区郑家镇郑家村考上大学的学子在家长的陪
同下，领到了村党总支发放的“成才奖”及光荣匾。截至目前，该村党
总支已先后为本村160多名考上大学的学子发放了“成才奖”，奖励资
金总计达14万元。 ■ 本报通讯员 李学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