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7日，东昌府区梁水镇镇孙入口村高标准农田里，工作人员在施撒有机肥。连日来，东昌府区对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的6.5万亩
耕地进行土壤养分检测，并按照土壤养分和农作物品种需要，有机肥，免费为农户施撒有机肥。 ■ 张振祥 胡睿

农田吃上
“营养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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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沈欣欣 潘云磊

金秋时节，走进位于东阿县陈集镇的
葛鹏水果种植家庭农场，只见一颗颗饱满
的猕猴桃挂满枝头，清风拂来，果香四溢。
工作人员忙着采摘、称重、打包，到处弥漫
着丰收的气息。

“今年的猕猴桃不愁卖，这段时间来采
摘的人特别多，日收入超1万元。”农场负
责人葛鹏介绍。

“我们种的猕猴桃软糯香甜，九甜一
酸，味道可口，快尝尝。”说话间，葛鹏掰开
一个猕猴桃递给记者。

“种猕猴桃是个精细活，要打起十二
分精神，马虎不得。”葛鹏说，近年来，东阿
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充分利用黄河岸边
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大力发展农业特色
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今年已经是他
种植猕猴桃的第7个年头了。多年来，葛

鹏起早贪黑，深耕种植技术，不断在提高
猕猴桃品质上下功夫。从一开始的 3 亩
地，到目前的70余亩，葛鹏把心思全用在
了猕猴桃种植上。一有时间，他就外出学
习，先后引进了 20 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种
进行试验种植。

“就是要选择适合当地土壤和气候
条件，口感好的猕猴桃品种，只有这样才
有市场竞争力。”葛鹏说。东阿地处黄河
两岸，沙土地松软、透气，特别适宜猕猴

桃种植。目前，他精心培育了红心、黄
心、绿心三个品种，产品远销北上广等大
城市，年收入达 20 万元。“我们果园每天
都有十多名村民打工，负责果园日常维
护，活不重，日收入 100 多元。”葛鹏告诉
记者。

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提高，葛鹏迎来
了一个又一个的丰收年，而他的家庭农场
也成为了当地的一张亮丽名片。

葛鹏的甜“猕”事业

■ 本报记者 苑莘

今年以来，莘县莘亭街道以党建为引
领，找准战略定位，明晰发展思路，全力推
进各项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激活就业新引擎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莘亭街道建立
“政策直通车”制度，精准落实稳岗补贴、社
保补贴、创业贴息等惠民惠企政策。现有
乡村公益性岗位 596 人，城镇公益性岗位
41人，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该街道坚持“党建+就业帮扶”，组织
党员干部深入重点企业、村（居），对企业用
工信息和帮扶人员就业意向进行全面摸排

登记，做好精准供需对接服务。截至目前，
街道联合企业两新组织为就业困难弱势群
体特设就业岗位 85 个。搭建就业服务平
台，及时提供劳动用工咨询、招聘信息发
布、用工指导等，定期对用工企业进行跟踪
和回访。截至目前，街道共发布就业岗位
信息3268个，实现本地村（居）民就业1081
人次。

激发招商新动能

招商工作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莘亭
街道采取以商招商、委托招商、产业链招商
等多种方式，拓宽招商渠道，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街域环境质量，简化办事程序，
提高招商成效。

该街道始终坚持“项目为王”理念，

抢抓政策机遇，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和“硬支撑”。建
立领导班子包联项目机制，落实一个领
导包联一个项目，紧盯项目对接、落地、
经营等关键环节，及时传达稳企惠企政
策，指导抓好运行调度。今年以来，莘
亭街道对接项目 2 个，即秋之润（山东）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500 吨肠
衣建设项目和莘县孟达供应链有限公
司江北新能源汽车配件云仓项目，已达
成合作意向，即将开工建设，预计总投
资 3.2 亿元。

绘就乡村新图景

莘亭街道杜家村村民杜清华作为正
高级农艺师，一直在田间地头挥洒汗水。

他创办的鑫海缘蔬菜专业合作社已累计
培训农民2万多人次，托管服务大棚3000
多亩。

杜清华是莘亭街道推动产业富民涌现
出的典型。该街道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培育特色产业，着力培养新型创业致富带
头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该街道还
定期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和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重点整治街道胡同、坑塘沟渠、杂草杂
物、生活污水排放等。今年以来，共清理农
村生活垃圾920吨、农业生产废弃物56吨，
提升村庄公路95公里。

此外，莘亭街道通过开展文艺汇演活
动、创作短视频等形式，大力倡导文明新
风，革除农村陋习。

聆听莘亭街道的发展强音

■ 本 报 记 者 张目伦
本报通讯员 刘殿宏 潘喜荣

“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多亏了孙
书记。”10月15日，说起村里这些年的变
化，东昌府区闫寺街道隋庄村80岁的李
玉莲老人非常激动。

李玉莲口中的“孙书记”，是隋庄网
格党支部书记孙洪玉。近年来，隋庄村
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通过实施信
义治理，让辖区群众尝到了讲诚信、守
信用的甜头，逐步实现了小区自主治
理。

隋庄村原址位于闫寺街道西部，地理
位置偏远，交通不便。2014年，隋庄村抓
住土地增减挂的机遇，在腾出 200 多亩
土地的同时，实现了村民全体“上楼”。
目前，小区内有10栋楼、510户居民。搬

迁初期，小区内垃圾遍地、杂草丛生。“平
日里，堆满了农具；农忙时，晒满了粮食，
严重影响群众的日常生活与出行。”孙洪
玉告诉记者，要破解“上楼”后乡亲们“水
土不服”的难题，首先要解决群众种地的
问题。

在以1200元/亩的价格流转400多亩
土地后，隋庄村剩余的土地被集中托管，
实现了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
一分配。卖粮分钱时，群众参与记账、监
督等，做到透明、阳光。通过分红，每户每
亩地的收入在 1200 元—1400 元，村集体
年收入达15万元。

生产劳动没问题了，村党支部就把
工作重心转移到小区管理上。从 2022
年 7 月开始，隋庄逐步推行信义治理。

“万事开头难，一开始群众不太接受。于
是，我们就实行党员包楼，盯牢卫生环

境、设施维修、纠纷调解等，通过信息采
集、宣传发动、评选表彰等方式，建立起

‘街道党工委—新村党总支—网格党支
部—党员楼栋长—党员中心户’五级治
理体系，将‘千分制’‘红黄榜’等信用制
度落到实处。居住环境、家庭关系渐渐
好了起来，村规民约规范了，村民的法
律意识也提升了。”孙洪玉说，小区里有
不少租户，但福利待遇跟业主一样，每
个人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通过
全民参与、共同治理，小区形成了“秩序
稳定、干净整洁、邻里和谐”的良好局
面。

“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
如果上了‘黄榜’，丢不起那个人啊。”该
村村民李广忠笑着说，小区制定了信义
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每月对信义积分
进行公示，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信义积

分可以在超市里兑换米面油等，也可以
参加抽奖活动，每季度还会受到表彰。

“你看，以前这里是荒地，现在修整成‘积
分菜园’，奖励给积分较高的居民及志愿
者。”

通过推广实施信义积分，隋庄村激
活了基层治理的“末梢神经”。“我们将
196 项具体行为逐一列出清单、量化赋
分，如今人人都是志愿者、监督员，实现
了花小钱办大事，形成了守信重义、崇德
向善的村风民风。”村干部郎长菊介绍，
如今，“不要工钱要积分”在隋庄村已成
为一种风尚。

通过信义治理，隋庄村为推进乡村振
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注入了新活
力，也为基层治理提供了一条可操作、可
执行、可推广的新路径。

小积分撬动大民生
——闫寺街道隋庄村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本报讯（通讯员 张蕾） 10月21日上午，尽管还未到正常工作
时间，但阳谷县寿张镇便民服务中心大厅内已聚集了不少前来办事
的群众，他们在各个窗口与工作人员热切地交流着。寿张镇便民服
务中心负责人张昊表示：“许多群众喜欢早一点前来办事，所以我们
将上班时间提前至8点，尽量为大家提供便利。”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寿张镇便民服务中心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不断完善政务服务阵地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真正实现群众
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该服务中心从群众实际需求出发，不断完善大厅硬件设施，配置
了医疗急救箱、老花镜、饮水机等便民服务设施。在服务模式上积极
探索创新，通过优化窗口设置和办事流程、推进电子证照应用、打造
线上政务服务平台，有效提高办事效率。同时，还设立了“帮办代办”
窗口，提供个性化服务，让便民服务更具品质、更显温度，群众的满意
度不断提升。

寿张镇

便民服务提质增效

10月20日，高唐县固河镇李庙村村民在采摘栝楼。栝楼，被誉
为“瓜子之王”，属药食兼用型农产品，一年植苗可连续多年收益。目
前，该镇形成了以“李庙+巩庄”为核心的栝楼种植产业圈。

■ 本报记者 姬翔 本报通讯员 常志坚

本报讯（记者 吕晓磊 通讯员 朱红光）“过去，办理土地完
善手续，我得往市里跑好几趟，现在，咱新北社区的工作人员直接
来到我们企业，一会儿就给办完了，真是方便又快捷。”10月21日，
临清市新华路街道好友养殖公司总经理圣秋娟深有感触地说。

“代办”服务，是新华路街道坚持党建引领，探索便民服务的创
新举措。“企业办理这些手续可能需要跑很多路，所以我们就实行
了代办制，让帮包干部直接进入企业开展服务，让企业安心搞好生
产经营活动。”新华路街道新北社区党委书记徐宪云说，以往需要群
众自己“跑腿”办理的事情，现在变成了干部“跑腿”上门帮办代办。

今年以来，新华路街道全面探索经济发展服务新途径，构建
“街道党工委—新村党委—网格党支部—党员中心户”的组织链
条，打破网格党支部任职框架，创新“一心多圆”工作法，不断提升
集体经济服务标杆，带动经济发展。

为更好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厚植集体经济发展活力，该街道
还建立了两类服务站：一类是志愿服务“益”站，一类是为民服务

“翼”站。所谓服务“益”站，就是围绕乡村振兴开展有益的活动。
所谓“翼”站，就是为服务增添羽翼，增加力量。据介绍，在服务

“翼”站上，该街道统一调配了 63 名包村干部、经验丰富的社区工
作者、公益岗等力量，下沉到行政新村，与村“两委”干部统筹谋划
发展集体增收项目。

“街道将探索建立服务群众长效机制，进一步激励干部在优商
助企、服务群众一线担当作为。”新华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朱亮说。

新华路街道

群众办事 干部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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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怀宇 山林娜） 近日，阳谷县十五里园镇举
行第二届“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表彰大会。在欢快的气氛中，田
庄村村民王雪平高兴地从镇干部手中接过“好婆婆”的证书、奖品，幸
福溢于言表。本次表彰活动，十五里园镇经过层层推荐评选，共评选
出好媳妇、好婆婆、好妯娌等各类模范人物114名。

“小家有优良家风，大家才有优良民风。”十五里园镇党委书记
高传振说，“今天我们大张旗鼓地开展表彰活动，就是要通过选树
典型带动移风易俗，引导广大群众学先进、做标杆，厚植乡风文
明。”

今年以来，十五里园镇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以红
白理事会建设和运行为抓手，大力推进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
葬等文明新风培育，使移风易俗渐入人心。

为切实提升移风易俗工作的感召力，该镇注重发挥村“两委”和
党员示范引领作用，做到“五带头”：带头节俭办理婚丧嫁娶事宜、带
头革除陈规陋习、带头树立文明风尚、带头参加移风易俗培训、带头
宣传移风易俗。同时，深挖道德资源，积极开展“好婆婆”“好儿媳”

“文明家庭”“移风易俗示范户”等精神文明建设典型评选工作，并对
他们的事迹大力宣传，形成榜样标杆效应，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并
带动更多的群众积极参与进来，进一步增强村民文明意识。

移风易俗不仅需要典型带动，更需要制度保障。该镇不断完善
《婚丧喜庆事宜操办村民公约》，明确了红白喜事宴请规模，彩礼及随
礼标准，让广大村民有章可循。推选德高望重、崇尚节俭的老干部、
老党员担任红白理事会成员，专门负责乡村红白喜事操办相关工
作。建立健全网格化管理机制，网格员负责包户联系群众，入户宣传
移风易俗工作；同时做到主动收集、提前掌握网格内婚庆丧葬事宜，
做到事前提醒、事中监督，从而实现全程管控的效果。

十五里园镇

家风带民风 乡风更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