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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冯传颖 朱艳荣）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进一步破除陈规陋习，连日来，阳谷县狮子楼街道广泛开
展“倡导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主题宣传活动，让文明之花在辖
区落地生根。

狮子楼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移风易俗进机关活动，志愿
者围绕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等宣讲了移风易俗的必要性，呼吁广大
党员干部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积极带动身边人做文明新风的倡导
者、实践者，努力营造讲文明、树新风的良好氛围。新阳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组织各居民小区红白理事会成员开展移风易俗座谈会，
明确要进一步发挥红白理事会的作用，遏制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奢
靡浪费、盲目攀比之风，杜绝人情往来负担沉重以及封建迷信等问
题，倡导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风尚，使移风易俗工作真正入
脑、入耳、入心。会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宣
讲会，志愿者向辖区居民群众宣讲移风易俗新规、弘扬孝道新风、共
同倡导厚养薄葬等相关知识，呼吁广大居民转变思想观念，形成文
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狮子楼街道

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宣传

本报讯（记者 赵宏磊）10月13日，正值农忙时节，走进冠县斜
店乡班庄村，到处一派繁忙景象。

眼下正是种植大蒜的好时节，田间地头，蒜农们抢抓秋种有
利时机，播种来年致富增收新希望。深秋的微微凉意，丝毫没有
影响蒜农们种植的热情，大家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整地、施
肥、挖沟、播种、覆土，掀起大蒜种植的热潮，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
景象。

今年以来，斜店乡依托“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的影响力，
充分发挥大蒜种植的先天优势，借助乡杜站长工作室的技术指导条
件，大力发展大蒜产业，扩大种植规模，全力打造以班庄村为中心的
万亩大蒜种植示范带。斜店乡党委书记赵彦虎说：“斜店乡将继续
做大做强大蒜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围绕大蒜产业做足文章，拉长产
业链条，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拨响致富金‘蒜’盘，‘蒜’好群众增
收账。”

斜店乡

拨响致富金“蒜”盘

■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朱红光

“去年新华路街道32个村集体经济总
收入实现‘六连增’，收入最低的超过5万
元，最高的达到409万元，村集体平均收入
达到 64.78 万元。1—8 月份，32 个村集体
经济收入均超过10万元。”近日，临清市新
华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赵明智介绍了该街
道经济发展情况。

通过构建“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
产业发展格局，新华路街道走出了“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差异发展、优势互补”的乡村
发展新路子。

“去年 11 月，全省坑塘经济助力乡村
振兴现场会在我们街道举行，我代表街道
党工委做的汇报——最重要的增收途径就
是向帮包人要效益。俗话说，干部抓，抓干
部；干部不抓，事儿白搭，就这个道理。”街
道办事处主任姚强说。

今年以来，新华路街道通过对各村集
体收入“把脉问诊”，试点打造7个样板先
行村，推动形成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工
作浓厚氛围，构建了“党工委领导、组织牵
头、部门配合、村级主抓”的工作格局，明确
7项底线指标及9项重点任务清单，30名科
级干部全部帮包到村，并将7名帮包成效
明显的科级干部推荐纳入临清市级“担当
作为干部库”。

“再就是谋划路径直接到村。今年
以来，我们谋划了 7 条路径，包括挖掘资
源开发型、资产盘活型、招商引资型、土
地股份合作型、项目带动型、产业发展
型、旅游拉动型等，以此推动村集体经济
提质增效。”姚强介绍。为确保村集体经
济发展思路活、布局优、路径准，新华路
街道引导村级党组织找准定位、整合资
源、靶向施策，还创新运用了“赛马机
制”，采取目标、措施双备案，总量、质量双
考核，行动、成效双评价等有效方式，根据

村集体经济总量、增量、质量情况，每月对
村党组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情况进行分
类、分档管理。其中红色警示抓保底、黄色
提醒促巩固、蓝色跟踪创标杆，从而营造了
对标提升、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激发了集
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谈到金融赋能提质问题，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王冰说：“我们实施了金融专员
选育工程，充分发挥聊城市派挂职金融
副书记的作用，组建了 53 名金融专员骨
干力量，依托街道党建综合阵地，高标准
建设裕农学堂 1 处，开展专业知识培训
23 次。”据介绍，去年以来，该街道刁庄
村、东胡村、作西店村、张芳庄 4 个村党
组织领办的合作社，通过山东省农业发
展信贷担保有限公司申报，办理规模种
植贷 470 万元，贴息贴费达到 7 万元，解
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成功实现规模
化土地经营 5104 亩，预计年底可为集体
分红58万元。

“村企联建并不是我们的独创，但是
我们将这一模式发挥得很好。按照‘一企
一村一举措’的结对联建模式，我们谋划
了33个联建项目，推动建立灵活多样、互
惠共赢的村企互帮互促发展模式。”街道
科级干部周丽娜说。截至目前，该街道

“百企兴百村”行动已为村集体带来投资
1500 余万元，增加集体收入 22 万元。其
中葡香村探索中秋月饼特色农产品“产销
一体化”发展模式，与市域龙头超市企业
达成购销合作协议，让小月饼登上了超市
的大舞台，仅中秋节就为村集体增收 20
余万元。

“抓干部，促提质增效是我们今年以
来的基本工作模式。我们每个季度召开
一次街道层面的擂台比武，排名后3名的
党支部书记当场做表态发言，达到红脸出
汗的效果，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真正起到了
引擎作用。”新华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朱亮
说。

“六连增”的背后
——新华路街道多管齐下壮大村集体经济

近日，东昌府区沙镇镇郭庄村果农在梨园里放鹅。在梨园里根
据种植面积放养不同数量的白鹅，既能除杂草、除害虫，又减少了除
草人工成本、避免了污染、增加了土壤肥力，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双丰收。 ■ 张振祥 呼静茹

本报讯 （记者 钟伟 通讯员 刘怀
宇） 10 月 8 日上午，几辆满载小麦专用
肥和优质麦种的卡车缓缓驶进阳谷县
十五里园镇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忙碌着对新到的农资进行调度，争
取用最短的时间配送到农户手中。入
秋以来，金堤河畔的乡间大地上再次活
跃起来，一场以秋季农资集采为核心的
惠农行动正在进行。十五里园镇联合
社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采取多项
有力措施扎实推进秋季农资集采工作，
为农户与集体实现双增收注入了强大
动力。

前期市场调研是基础。今年 7 月份，
十五里园镇组织各村党组织书记先后到
德州夏津东李官屯镇、江苏华昌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五得利面粉厂等参观考察，并
向阳谷县西湖镇、安乐镇学习集采经验。
同时，镇村干部深入各村与农户面对面交
流，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和种植计划，最
终确定集采的农资品类为小麦专用肥和
强筋麦种“中麦 578”，并与供应商签订购
买协议。

广泛宣传发动是重点。为提高农户
对农资集采的认识和参与度，十五里园
镇通过召开各村秋季农资集采动员会、

发放宣传资料、乡村广播播报等多种方
式，向农户详细介绍农资集采的好处和
操作流程。让农户明白，通过集采不仅
可以降低成本，还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农
资和更专业的服务。自农资集采活动
开展以来，各村累计召开动员会 106 场
次，发放宣传资料 5000 余份，各村广播
每天循环播放录音，营造了浓厚的宣传
氛围。

农户集体双赢是关键。据了解，十
五里园镇这次集采的小麦专用肥统购
价格 120 元/袋，低于市场价 15 元，集采
所获利润按照村集体、联合社 8:2 的比

例进行分红。“中麦 578”统购价格 3 元/
斤，低于市场价 0.5 元/斤。联合社与小
麦收购方、农户分别签订回购合同，小
麦丰收后，收购方以高于普通小麦 0.05
元/斤的价格进行回购，同时拿出 0.02
元/斤的价格给村集体，实现农户集体
的双增收。

截至目前，十五里园镇秋季农资集采
已结束，共购置优质小麦种子120吨，节约
成本 12 万元，购置化肥 360 吨，节约成本
13.5万元，服务耕地1.4万亩，实现村集体
增收20余万元。

节约成本25.5万元

十五里园镇“精打细算”助农降本增收

■ 文/图 本 报 记 者 刘敏
本报通讯员 张宇宁

“年纪大了，逢年过节还能被人惦记
着，真好……”10月11日，在侯营镇侯营村
文体广场，一场集文艺演出、义诊、义剪于
一体的爱心助老活动举行，为老人们送上
了一份特别的重阳节礼物。

当天，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
老的传统美德，营造全镇关爱老年人的浓
厚氛围，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时代新
风尚，侯营镇举办了 2024 年东昌府区“小
棉袄”情暖重阳爱心助老志愿服务主题活
动暨侯营镇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教育月活
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以动人的旋律、嘹亮
的歌声，为老人们送上了一场视觉与听觉
的盛宴，现场掌声不断。

“这次活动把大家凑到一起拉拉呱，既热

闹又温馨。”说起重阳节的热闹场景，侯营镇
侯营村村民王秀莲老人心里暖暖的。

“今年是我们侯营镇连续开展重阳节
敬老爱老活动的第十个年头，通过十年的
发展，我们积极倡树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的文明风尚，带领全镇党员群众深怀敬老
之心、倾注爱老之情。今后，侯营镇将继续
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更加贴心、暖心的为老
服务举措，共筑和谐乡村，让爱与温暖在侯
营镇的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侯营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贾仲健说。

此次重阳节敬老活动引领社会形成关
爱老人的良好风尚，为推动移风易俗，树立
文明新风起到了重要作用。下一步，侯营
镇将立足实际，关注辖区群众多样化的需
求，链接多方资源，不断丰富志愿服务活动
内容和形式，用心用情做好为老服务，营造
尊老爱老敬老文明新风尚。

“小棉袄”情暖“夕阳红”
——侯营镇开展爱心助老志愿服务主题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迪）10月6日，走进位于茌平区菜屯镇的万
通木业有限公司，四条科技木压机生产线让人眼前一亮，这里曾是一
个家庭作坊式的旋皮厂，现如今已发展成为有40多名工人的木业有
限公司。“自从转型升级以来，效益不断提升，把木皮压缩成型后售
卖，可比原来利润翻一番。”该公司总经理李新烈说。

旋皮作为木材加工的基础环节，主要以生产旋切单板为主，产品
较为单一，附加值相对较低。对于菜屯镇的木材加工产业来说，随着
环保政策的日益严格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旋皮业面临着转型升
级的迫切需求。科技木压块是将木材经过一系列高科技处理后，压
缩成具有特定形状和性能的新型材料，相比传统旋皮产品，科技木压
块在其生产过程中采用环保材料和工艺，能够减少污染排放，产品附
加值也显著增加。

菜屯镇鼓励创业创新、技术研发和品牌创建，按照一企一策的思
路，对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真帮实帮，以激发企业市场主体活力，增
强发展内生动力为目标，走出一条真正实现集聚化发展、品牌化经
营、智能化生产的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菜屯镇

“一企一策”助力产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郭宗洋 黄成军）“平时忙于工作，没时间来办
理，特别感谢你们的延时服务，帮了我的大忙。”10月14日，在阳谷县
大布乡便民服务中心医保服务窗口，办事群众为工作人员服务点赞。

大布乡便民服务中心立足实际，创新方式，优化延时服务机制，从
“准点下班”到常态化开展延时服务，做到“人在岗、网不断、事能办、不
打烊”，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当天的事当天办完，让群众少
跑一趟路、少等一分钟，为办事企业和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下一步，大布乡便民服务中心将继续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不断优化服务模式，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全面打造服务优、办事畅、
效率高的服务环境，以用心、暖心服务换得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
心。”大布乡乡长王磊说。

大布乡

“延时办”服务暖人心

近日，茌平区肖家
庄镇农户在中国圆铃大
枣生态园内分拣大枣。

近年来，肖家庄镇
大力发展圆铃大枣种
植，深挖大枣旅游观光
资源，多途径带动农民
群众增收致富。

■ 马红坤 刘昕燚

志愿者们在包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