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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赵晓慧） 9月23日，笔者从阳谷县了解到，近
年来，张秋镇注重发挥离退休干部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作
用，将离退休干部作为党的重要政治资源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该镇充分发挥离退休干部工作经验丰富、社会阅历深厚等优势，
广泛听取离退休干部的意见建议，激励离退休干部积极主动作为，为
家乡发展持续发光。今年以来，张秋镇离退休干部各抒己见、集思广
益，针对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发展、整治人居环境等方面提出建
设性建议20余条。

充分发挥离退休干部政治理论优势，张秋镇定期开展“离退休干
部进校园活动”，在辖区的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宣讲活动，加强中小
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截至目前，共开展“离退休干部进校园活动”4
次。

该镇充分发挥离退休干部群众号召力优势，利用其自身威望及
群众基础，在宣传引导群众、化解社会矛盾、乡村振兴等各方面发
力。今年以来，张秋镇离退休干部已参与国家政策宣传10余次，化
解群众矛盾纠纷7次，为促进张秋镇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发挥了余
热。

张秋镇

离退休干部“不褪色”

■ 本报记者 白文斌

9月22日，记者在东昌府区了解到，郑
家镇通过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推动农产品

“上网入市”，激发群众通过电商平台就业
创业的热情，带动了村民集体双增收。

“看到没，这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钢
叉，现在咱们地里没有猹，我们用它刨花
生。”近日，在东昌府区沙镇镇后郭村的花
生田里，郑家镇李海新村党委书记白云武
正在网上直播卖花生。白云武现在是十里
八乡的名人，直播带货、拍段子，线下线上人
气飙升。“在外面的很多朋友见到我就说，我

认识你，卖花生的书记。通过这种销售方
式，真正将咱们老百姓的东西送到群众的
餐桌上，村民不用东奔西走，为卖农产品发
愁了。”

白云武的一身本领来自隔壁村——五
圣新村的“电商学院”，在这里，隔三差五就
会为不同年龄段的村民开设“电商课堂”。

一年前，五圣新村作为当地第一个“吃
螃蟹”的村，本想借助电商快车通过卖香瓜
走上致富路，但因经验不足，刚上路便翻了
车。“我们直播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二茬瓜和
第三茬瓜收获的季节，客户收到瓜以后就
说你这个瓜口感差，做生意没有诚意，那时

候是最绝望的。”五圣新村党委书记李伟聊
起了失败的经历。

今年8月初，当地花生喜获丰收，借助
山东花生的名气，李伟决定把花生装进“小
黄车”，再尝试一把。通过电商老师指导，
制定带货主播佣金机制，每斤花生去除成
本和佣金，村集体还可获利两元钱，村民们
的积极性再次被点燃。

“直接拍就可以，是的，五斤19.5元，直
接包邮到您家。”在直播间，五圣新村村民
李又健干劲十足。五圣新村的“00 后”小
伙李又健是当地第一个直播卖花生的主
播，没想到，一上来便迎来“爆单”，当天销

售就过万斤。“当时，我们自己都没想到能
卖那么多，后来一直很顺利，每天轻轻松松
就能成交一两千单。”

通过“电商学院”的辐射带动，目前，周边
十几个村已有近200名村民参与直播带货，五
圣新村的“小黄车”装满瓜果梨桃等当地特
产，把农产品从田间地头销往千家万户。

据统计，在近一个月里，五圣新村仅靠
网上售卖花生便为村集体增收20多万元，
合作社人均增收3万元。“如果从零开始，
我还能再成功一次、两次、十次，甚至一百
次。因为我有经验，我有信心，国家对‘三
农’支持力度很大。”李伟表示。

搭乘电商快车 驶上致富新路

9月22日，东昌府区斗虎屯镇后吴村农民在采摘新棉。近年来，东
昌府区在棉花种植中持续推广良种良法、平衡施肥、膜下滴灌等技术，棉
花品质和单产水平不断提升。 ■ 张振祥 阮树荣

本报讯（记者 张目伦 通讯员 常云青）“孩子，国家为了减轻
你们的就业压力，特别设立了求职补贴，希望你能抓住机遇，勇敢追
梦。”9月20日，在入户走访送政策活动中，冠县定远寨镇黄寨子村党
支部书记黄付贵耐心地嘱咐着。

连日来，该镇全体帮扶责任人深入一线，特别聚焦2025届高校
毕业生求职补贴政策的宣传与独居老人生活状况的关怀，开展了一
系列入户走访活动，用实际行动诠释“不落一人、不遗一户”的帮扶理
念。

“我前段时间联系过工作的事情，也有自己创业的打算。镇里宣
传的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政策很及时，我会详细了解一下，如果符合
条件就抓紧申请。”就读于冠县职业教育中心的小徐说。在现场，帮
扶责任人通过解答疑问的方式，确保每一名符合条件的毕业生都能
及时了解政策详情，顺利享受到这份来自国家的关怀与支持。

在开展政策宣传的同时，帮扶责任人也走访了那些独居在家的
老人们。“我们根据前期统计的台账，逐一上门了解老人的生活状况，
并送去生活必需品，帮助他们打扫卫生、检查用电用火安全。”黄付贵
表示。

定远寨镇

惠民政策送到家

9月20日，“中国锦鲤文旅小镇”高唐县三十里铺镇的室外育苗池镶嵌在林地间，呈现出别样的生态美景。近年来，高唐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养殖，全县从事锦鲤养殖的
农户390多户，养殖面积8000余亩，总产值9亿元，锦鲤产业步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 本 报 记 者 苑莘
本报通讯员 王静 陆凯新

“种苗繁育员职业技能大赛的成功
举办，不仅营造了种苗繁育领域‘比学赶
超’的浓厚氛围，还有力地推动了种苗繁
育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转变。
大赛也加快了职业农民高技能人才的培
养步伐，持续提高‘鲁西嫁接工’技能水
平和劳务品牌影响力，为推动新质生产
力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9 月 23 日，
莘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孔红霞

表示。
不久前，一场旨在提升种苗繁育员专

业技能水平、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职业
技能大赛在莘县成功举办，吸引了来自全
县范围内 200 余名育苗领域的精英参与。
大赛分上午和下午两场进行，上午的比赛
地点设在燕店镇莘县禾佳种苗有限公司，
下午则转战至魏庄镇山东同利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比赛的主要项目为黄瓜种苗的插
接，这是一项技术性强、要求精准的技能，
对选手的专业知识和实操能力都是极大考
验。

在技能大赛现场，参赛选手选苗、消
毒、削接穗、插入……动作娴熟，巧手翻飞，
充分展现了他们在种苗繁育方面的精湛技
艺。裁判根据选手的嫁接成功数量和质量
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确保比赛的公平公
正。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一批优秀
选手脱颖而出，荣获一、二、三等奖。他们
不仅获得了荣誉证书和奖金，更在比赛中
得到了锻炼和提升，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种苗繁育员是莘县现代设施农业发展
壮大后，在当地发展出的新职业。近年来，

莘县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现代设施农业形成了规模化、
标准化、现代化，带动了育苗产业发展，累
计培育200余家育苗企业，年育苗量达18
亿株。育苗行业需要大量嫁接人员，于是
出现了一批技能高超、吃苦耐劳的嫁接工
队伍。为促进嫁接工产业发展，莘县因势
利导，培育创建了“鲁西嫁接工”特色劳务
品牌，被认定为“山东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特色劳务品牌”。如今，成千上万名莘县
农民通过嫁接技术就近就地就业或劳务输
出，走上了致富之路。

种苗繁育 助农增收

■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任倩倩

9月19日，茌平区杨官屯乡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志愿者张志华像往常一样又来赶
大集。

张志华赶大集，并不是买东西，而是来
搞宣传，她身着志愿者马甲，手里拿着厚厚
的宣传资料。经常赶大集的乡亲们看见张
志华一行到来，便纷纷围了上来：“志华，又
来搞宣传呢？”

“叔、婶，看看我们这个移风易俗宣传
页，这是移风易俗工作‘六整治’‘六反对’

‘六提倡’，是对我们婚丧嫁娶提出的新倡
议和要求……”张志华忙不迭地对群众进
行移风易俗宣传讲解。

这样的搞宣传，在杨官屯乡已成了“规
定动作”，移风易俗理念也潜移默化地深入
人心，文明新风尚劲吹乡村沃野。今年以
来，杨官屯乡立足实际，把推动移风易俗、
建设文明乡风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
重要内容，积极探索移风易俗治本之策，在
落细、落小、落实上持续用力，以文明实践
为载体，培育乡村新风，为乡村振兴注入文

明正能量。
“我们定期组织村党支部、红白理事

会、村民代表召开村民大会，针对村里移风
易俗事项进行商议，用民主议事的方式协
商解决问题，确保移风易俗等各项宣传不
漏一户，参与不漏一人。”潘西网格党支部
书记郭存库说。

健全“三项机制”，压实移风易俗工作
责任。杨官屯乡健全工作推进机制，明确
专门力量，加强统筹协调，定期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建立起乡级统筹、新村监
管、网格落实的三级联动工作机制，推动
移风易俗常态化、长效化。健全承诺践
诺机制。严格落实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嫁
娶等事宜报备制度，将党员践行移风易
俗情况纳入农村基层党组织年度组织生
活会对照检查内容，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得到进一步发挥。健全正向激励机制。
把推进移风易俗作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作为推荐
评选文明村镇、身边榜样的前置条件，树
立奖优罚劣的鲜明导向，强力推动工作落
实。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村里结婚的小

青年不互相攀比彩礼、婚礼排场，不大操大
办。”潘西村村民郎树英说。

今年以来，杨官屯乡着力打造“三个平
台”，推动文明新风入脑入心。打造宣传宣
讲平台。建立4支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队
伍，将移风易俗内容编成快板书、顺口溜，
开展宣传 80 余次。利用村级锣鼓队开展

“移风易俗 乡风文明”文艺展演 30 余场
次，在寓教于乐中提升群众思想认识。每
月开展文明实践“赶大集”活动，面对面进
行宣传宣讲，累计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
1200 余份，不断拓宽移风易俗宣传覆盖
面。打造阅读交流平台。用好新村党群服
务中心、农家书屋等阵地，举办乡风文明读
书会、交流会50余次，邀请“博士之家”“功
臣之家”代表讲述家风故事22场。连续两
年被评为“聊城市全民阅读书香之乡”。打
造红白理事平台。全域推进红白理事会建
设，广泛吸纳辖区老党员、退休干部等担任
理事会成员，先后建成红白理事会服务阵
地3处、乡级公墓2处，持续规范宴席服务
场所管理，提供上门“一条龙”服务，实现全
乡红白事有人管事、有章程理事、有场所办
事。

此外，杨官屯乡积极推行“三维治理”，
确保移风易俗见行见效。推行“自治”育新
风。打造“党建引领、组织带动、群众参
与”的工作格局，各村成立村民议事会、红
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民自治组织，
把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礼轻情重等移风
易俗内容纳入村规民约，推进婚丧事务办
理、奖惩事项等动态公示，引导群众自我
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推行“法治”
肃歪风。将村规民约与重点工作相结合，
组织司法所参与村规民约制定与审查，将
平安创建、矛盾调解、禁“黄赌毒”等理念
融入其中，促进基层文明创建和依法治理
同步推进。推行“德治”正民风。持续开
展“道德春联进万家”“重阳节尊老敬老”

“清明节缅怀英烈”等乡风文明建设系列
主题活动，形成人人推进移风易俗、户户
弘扬文明新风的良好氛围。开展“美德+
信用”积分兑换活动，将评优树先、志愿服
务等纳入信用积分兑换细则，村民通过使
用个人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激发“移风易
俗”活力，不断推动家风、村风、民风全面提
升。

文明新风拂乡野
——杨官屯乡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俞婷婷 黄成军）“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

务？”“您放心，我们今天一定帮您解决到位。”9月23日，在阳谷县大
布乡便民服务中心门口，工作人员对一位前来办理业务的老人说。

当天，灵王庙村一村民骑着三轮车来到大布乡便民服务中心门
口，这位老人没有立即下车，而是一直在观望，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
上前询问情况。经了解，老人是一名残疾人，在了解其诉求后，工作
人员走出大厅为其办理业务。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办事需
求，大布乡便民服务中心提供专人引导暖心服务，及时指引办事群众
到相关窗口办理业务。主动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服务，构建“手把
手”指导、“一对一”服务贴心模式。充分发挥帮办代办的优势，为行
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帮办代办服务。

作为服务群众的“第一窗口”，大布乡便民服务中心坚持以服务
民生为根本，以群众满意为目标，切实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竭尽所能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大布乡

便民服务增质效

本报讯（记者 刘敏 通讯员 魏蕾）9月18日，在茌平区冯官屯
镇三楼村的小广场上，正在开展“深化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风”巾帼
宣讲微课堂，妇联志愿者为村民发放并讲解移风易俗宣传材料，还与
村民积极互动，探讨对移风易俗的看法，现场气氛热烈。

茌平区为探索推进移风易俗的有效措施和长效机制，充分发挥
各级妇联干部和巾帼志愿者的作用，把移风易俗理念常态化融入具
体工作中，以巾帼之力撑起了移风易俗“半边天”。冯官屯镇三楼村
为让移风易俗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积极开展巾帼宣讲活动，广大妇女
聚在一起拉家常、跳广场舞，引导村民除陋习、讲文明、树新风，让文
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现在我们村风气很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都有了健康文明
的生活理念，像厚养薄葬、婚事新办、保护环境、遵德守礼等理念都积
极践行，大家都争做推广移风易俗的示范员、宣传员，为我们的文明
乡村贡献一份力量。”提起村里的变化，三楼村村民祁彦心里十分高
兴。

茌平区妇联组宣部部长莫晓田表示，此次活动有效提高了村民
对移风易俗的知晓率和认可度。下一步，茌平区妇联将持续加大移
风易俗宣传力度，引导村民群众自觉当移风易俗的实践者、示范者、
引领者，让文明新风熏陶群众生活，让移风易俗浸润群众心田。

冯官屯镇

移风易俗长效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