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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亚杰

今年以来，冠县东古城镇积极探索“美
德+”模式，持续整合资源、壮大服务队伍，
以“美德”为引领，以“信用”为抓手，推动美
德信用建设，营造人人讲美德、事事讲诚信
的良好社会氛围，增强了群众美德信用意
识，让文明新风吹进了千家万户。

“美德+宣讲”传递文明新风

“今天咱们拉拉家常，学习一下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我们奔向美好生
活的信心。”9月8日上午，东古城镇田马园
村的宣讲员罗秀娜在村委旁的大街上开始
了接地气的宣讲。为更好地宣讲党的理论
政策，东古城镇积极创新探索“一刻钟”“小

胡同”宣讲品牌，选拔了一批有立场、懂政
策、善用群众语言的机关干部、基层党组织
负责人、退休干部和乡村文艺骨干组成宣
讲志愿服务队。他们以党员群众普遍关
注的民生问题为重点，积极开展“菜单”宣
讲，通过群众点题、现场答疑等方式满足不
同群体个性化需求。同时，充分利用数据
赋能平台，通过远程广播，及时宣讲惠民
政策，宣讲最新理论精神、安全知识和传
统文化等内容，为宣讲活动插上“智慧的翅
膀”。截至目前，东古城镇共开展流动宣讲
500余场、智能广播宣讲50余场，受众8000
余人次。

“美德+志愿服务”带动美德健康

“志愿服务站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

便，能提供矿泉水、工具等日常用品，真不
错。”刚参与完村里志愿服务活动的志愿者
李秀丽开心地说。东古城镇围绕志愿服务
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制度化的目标，持
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和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世界，提升群
众精神面貌。组建5支镇级志愿服务队，
84 个村结合实际成立了各自的志愿服务
队，采取一月一主题，在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精准化开展“情系端午·孝老爱亲”“传承
文明家风”“我们的节日·中秋”“春节慰问
暖人心·浓浓温情话关怀”等“五为”志愿服
务活动200余场次，线上开展志愿服务500
余场，并建立长效机制，制订志愿服务活动
计划，把文明实践活动融入到基层生产生
活的方方面面，真正将志愿服务及文明实
践延伸至群众身边。

“美德+信用”提升文明素质

“把家里的卫生打扫干净，积极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挣到的积分不光能兑换锅碗瓢
盆，还能换超市商店代金券。”东古城镇北童
庄村村民童跃轩开心地说。为深入宣传美
德健康生活方式，不断提升全镇精神文明建
设水平，东古城镇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整合各类资源，统筹推进“美德+信用”体系
建设，通过为村民建立诚信档案，实行积分
制管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新时代文明实
践、人居环境整治和社会公益等活动，以此
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激发群众参与村
庄治理的热情。村民可以根据评价标准进
行积分，凭信用积分在超市、药店等合作商
家领取代金券，兑换相应商品。

“美德信用”吹动乡村文明之风

本报讯（记者 赵艳君 通讯员 刘胜前）“这个地方原来没有
路灯，晚上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每次走这条路的时候都很担心、
害怕。现在好了，这真是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实事。”9月15日，冠县
梁堂镇太阳能路灯安装后，经常骑电动自行车穿梭于省道248杨寺
地村段的张先生高兴地说。

“按照支队‘第一盏灯’工作部署要求，大队组织对辖区所有交
通事故发生地，存在照明条件不足问题的点位进行了全面梳理，同
时，举一反三排查存在类似问题的点段，我们共排查出隐患点段25
处，并积极向驻地党委、政府汇报争取支持。目前，25处隐患问题点
段，全部增设了高亮度太阳能路灯。”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冠县
大队梁堂中队中队长高新浩说。

近年来，梁堂镇党委、政府始终把交通安全作为民生大事，时时
抓、处处抓，全镇交通安全事故率不断下降。“乡村要振兴，安全必先
行。交通安全事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过程中，我们将交通安
全纳入重要工作当中，统筹谋划、一体推进，依托乡镇交安办平台，
建立了‘党委统领、政府主导、交警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交
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机制，按照‘人员到位、培训到位、排查到位、资
金到位、整改到位’要求，常态化组织开展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行动，不断提升农村地区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水平，以交通安全护
航乡村振兴。”梁堂镇党委书记吴洪华表示。

梁堂镇

路灯照亮村民出行路

本报讯（记者 张目伦 通讯员 刘琳琳）“今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有明显提高，就想着给村民们办点实事，前不久，我们用集体收入
为村里的老人发放了医保补贴，虽然金额不多，但也算是为大家减
轻压力的一个小举措吧！”9月14日，茌平区洪官屯镇回民李村党支
部书记蒋立勇说。

自担任回民李村党支部书记以来，蒋立勇一直致力于为村民办
实事、办好事。为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该村积极组织开展健康义
诊、免费理发、文艺表演、饺子宴等志愿活动，服务惠及全村老人。9
月10日，该村为60岁以上老人送去一份特殊的礼物——村集体出
资为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每人补贴200元，实现了村集体发展
成果惠及群众。

“这个政策太好了。我们就怕家里老人生点病，不买医保觉得
心里没底。现在有了村里的这个补贴，自己再出一部分，医保买上
了，心里踏实多了。”回民李村村民窦秀丽说。

蒋立勇说，回民李村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贴工作正在开展，截
至目前已补贴6000余元。通过向老年人献爱心、送温暖，实现了村
集体经济反哺村民，促进共富共享，也提高了群众对医保政策的知
晓率、满意率。

洪官屯镇

为老年人提供医保补贴

9 月 14 日，在东昌
府区斗虎屯镇堠东村
正锦商贸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工人在加工儿
童表演服装。

近年来，为帮助家
庭妇女灵活就业，东昌
府区积极帮扶助推企
业设立“妈妈生产线”

“妈妈岗”等工作岗位，
让女职工根据自身家
庭情况灵活掌握工作
时间，既照顾了家庭和
孩子，还能稳定增收，
实现就业顾家两不误。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阮树荣

本报讯（记者 岳殿举 通讯员 解黎明）9月18日，记者从阳谷
县了解到，西湖镇积极引导离退休干部、“五老”志愿者充分发挥政
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在推动基层治理、关爱下一代等工作
中发光发热，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西湖镇关工委组织离退休老干部、“五老”志愿者进
村庄、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开展理论宣讲活动10余次，用
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讲透、讲活党的
创新理论，推动理论宣讲向基层一线走深走实，彰显新时代老干部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纯真本色，凝聚起推动基层治理的强
大精神合力。

为充分运用老干部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为农民服
务，西湖镇组织离退休老干部成立了乡村振兴服务队，深入田间地
头，围绕品种筛选、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群众关心的技术难点问
题开展“面对面”“手把手”的农业技术指导，并积极组织开展农业技
术培训，培育一批懂技术的新农人，促进乡土人才队伍发展，助力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少年儿童是西湖镇离退休老干部关注的又一个焦点，他们充分
发挥自身人脉广泛、群众威望高、热衷公益事业等优势，号召本地优
秀企业、社会组织、爱心人士成立助学会，广泛筹集爱心资金，为辖
区贫困学子提供生活和学业帮助，先后资助困难学生80余名，充分
体现了老干部“老有所为”的奉献精神。

西湖镇

引导离退休干部老有所为

■ 本报记者 吕晓磊

9月14日，临清市金郝庄镇金炉殿村
村头的坑塘已改造完毕，金炉殿村网格党
支部书记王光辛说：“之前，这个坑塘闲置
了很多年，村里的生活污水都流到这里，夏
天蚊子、苍蝇乱飞，下雨的时候更是臭气熏
天。”今年4月份，金炉殿村投资20万元开
始对“废湾”进行改造，清理了2000多立方
米淤泥，按照“能绿尽绿、以绿增美”的原
则，硬化美化坑塘岸边，植树增绿，目前已
经与水产养殖客户达成租赁意向，客户以
每年3万元的价格承租。

为充分开发利用闲置资源，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金郝庄镇对全镇 133 个共计
350 亩闲置坑塘进行高标准改造，通过村
级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主导运营，采用租赁、
村民合资等方式，发展渔业养殖项目 13
个，年产生经营收入400万元，增加集体收

入30万元。
废旧坑塘改造是金郝庄镇盘活闲置资

源的一个缩影，把村民的闲置土地打造为
粮食现代化种植示范基地，闲置坑塘建成
特色养殖基地，空闲宅基地建成“幸福食
堂”……近年来，金郝庄镇整合利用乡村资
源，盘活“沉睡资产”，让闲置资源再生金，
鼓起群众“钱袋子”的同时，也让村集体经
济发展变得更有“钱景”。

随着城镇化的加快，进城务工的农民
越来越多，土地闲置问题愈加严重。因劳
动力短缺、年迈体弱等有土地托管意向的
村民越来越多，金郝庄镇以党组织领办合
作社为载体，搭建了镇级农业社会化服务
中心，整合辖区内农资经营单位15家、农
机专业户60家，采取“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第三方+农户”的模式，打造粮食现代化种
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全镇土地已实现全
托管4960亩、半托管2.2万亩。

在刘公庄村，之前闲置的约 12 亩工
房，经过升级改造，如今已蝶变为果蔬仓
储、分拣车间，成为以“刘公庄西瓜”“刘公
庄红薯”为主的特色果蔬品牌基地；在张
庄联合村，投资300万元建设了1000平方
米的张庄联合村党群服务中心，并打造了
集党员教育管理、乡村振兴历史文化教
育、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娱乐、电商直播
基地、智慧农业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性服务场所，使有限的土地资源价值最大
化，让闲置低效厂房焕发新动能、增添新
活力。

与此同时，金郝庄镇还盘活空闲宅基
地110亩，一方面打造“共富庭院经济”，形
成集产品加工、观光研学、乡村旅游、特产
销售、品牌运营于一体的庭院经济；另一
方面对标“15分钟便民服务圈”开设“幸福
食堂”，推动农村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东张村清理平整 28 处空闲宅基地，面积

30.5 亩，由集体投资 4 万元购买冬枣苗木
2200 棵进行栽植，并计划在树下养土鸡，
形成“枣树种植+林下养鸡”发展模式，同
时，用青砖砌墙，建农家屋、搭土灶、请农
家厨师，发展农家乐旅游产业；海坡村巧
妙利用空闲宅基地养殖蚂蚱，截至 2023
年底，累计出棚 4 茬，为户主盈利 12000
元；代庄村遵循党建引领、政府支持、村庄
主办、多元参与的原则，利用村中闲置宅
基地，高标准建设“幸福食堂”，每天接待老
人100余人，老人每人每天仅需1元钱就能
解决吃饭问题，破解了失能、失智、重度残
疾、高龄、独居等老年人“吃饭难”问题。

“闲”资产“忙”起来，村民也忙了起
来。金郝庄镇一系列的有效探索，创造就
业岗位1500余个，全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
业在金郝庄镇形成生动实践，破解群众“家
门口”就业难题，撬动群众增收致富大民
生。

乡村闲置资源再“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