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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颖
本报通讯员 张清强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干部！”在冠县清
泉街道西街村，村党支部书记沙元民凭着

“少说空话、多干实事”的工作态度，多年来
深受村民信任。

西街村是冠县较大的回族聚集村之
一，村里有 2200 余人，回族群众居多。
1984年，沙元民上任村党支部书记时，村里
人均不足三分地，群众收入少，集体零收
入。如何带领群众发展经济，让大家的日
子好起来，是沙元民心里的头等大事，他顶

着压力跑贷款、租赁地，先后建起了农机市
场和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市场建成后，不
仅每年为村集体带来上百万元收入，村民
也通过在市场打工，从事蔬菜、水产品经
营，找到了致富门路。在沙元民带领下，西
街村被评为“全市民族村庄集体经济领头
村”，他本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个人”。

村集体有了稳定收益，为村民谋福利
的底气更足了。在沙元民操持下，村里建
起了中小学、通了自来水、修了柏油路。多
年来，西街村不仅没有向村民收过一分钱，
全体村民的医疗保险、平安家园险、生产性

费用等，都由村集体承担，西街成了冠县首
个“村民零负担”村庄。不仅如此，村里还
每年5次为全体村民发福利，凡是考上大
学的村民，凭录取通知书可到村党支部领
取2000至10000元不等的助学金。沙元民
说：“不分回民汉民，人人一视同仁，每年村
里为村民办公益、发福利的资金就达100多
万元。”

“群众选咱当代表，那是信任咱。既然
是代表，就得既为人民发声，也为党分忧。”
从1968年首次当选至今，沙元民任县人大
代表已有56个年头，期间还连续4届当选
市人大代表，在冠县人大代表中，他年龄最

大、资历最老、任职最长。回民一直保持土
葬习俗，由于村子距离城区近，人均耕地
少，土葬成了难题，沙元民建议在黄河故道
建回民公墓。

“回民公墓建起来后，耕地上的回民墓
全部迁过去。不仅解决了回族群众土葬难
题，更降低了征地阻力。”清泉街道人大工
委主任沙博说，在清泉，民族团结的理念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民族团结的种子植根内
心、开花结果。清泉街道办事处被评为“全
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辖区内6个民
族村、8000余名少数民族群众，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演绎着民族团结新画卷。

“清泉”滋润石榴红

■ 本 报 记 者 邹辉
本报通讯员 郭洪广

最是文化能致远。
高唐县固河镇历史悠久，民风淳朴，

点缀于广袤田野的乡村，宛如一颗颗璀
璨的明珠，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
文化底蕴。今年以来，固河镇通过挖掘
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民俗文化，着力打造
富有乡村特质的文化示范园，将文化“软
实力”转化成乡村振兴的“硬支撑”，走出
了一条文化先行的乡村振兴之路。

挖掘资源 擦亮品牌

11 月 4 日，固河镇在崔堂村组织开
展了以“探索乡村文化，传承历史记忆”
为主题的青少年乡村记忆馆传统文化研
学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家乡历史，感受家
乡变化，弘扬传统文化，培植理想信念，
激发奋进力量。

汉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
和灿烂文明。大华村是汉代华歆墓遗址
的坐落地，在对华歆墓进行保护的基础
上，固河镇打造了村史馆、汉文化体验
馆、科普馆等，定期组织辖区青少年学生
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参观村史馆，深入了
解华歆故事和大华村历史，开展端午节
系五彩绳、巧绘云间等传统手工艺制作
活动，沉浸式体验投壶、射锣、锤丸、蹴鞠
等传统文化项目，深刻感受汉文化的独
特魅力。

传承民俗 引领风尚

11 月 5 日，固河镇前辛村，街道整
洁，家家户户门口两侧悬挂着楹联，格外
引人注目。“建家园辛勤劳作良田热土，
感党恩送子参军保家卫国”，在村民高春
华家门口悬挂着这样一副楹联。他解
释，自己在家种田，儿子参军报效祖国，
楹联中的“一农一军”是自己家的生动写

照。
固河镇拥有丰富的楹联文化和深厚

的楹联底蕴，前辛村村民都有撰写楹联
的传统，在这里，家家挂楹联，人人出口
成章写楹联。固河镇以“楹联文化、红色
文化”为主题，在前辛村打造了千米楹联
一条街，每一户有独属于自己的家风家
训专属楹联，使楹联这一古老的文化艺
术得以传承发扬。

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固河镇
积极探索聚民气、接地气、有生气的传统
文化传承创新方法和新路径。目前，固
河镇在多个村庄建成民俗文化传习所，
收集展示各种文化产品、艺术作品，释放
民俗文化魅力，让群众在观赏中了解、保
护、传习非遗，助推非物质文化遗产薪火
相传，引领乡村风尚向上向善向美。

农旅融合 以文兴业

固河镇是高唐县的农业大镇，农业

资源丰富，乡村文旅融合呈现出前所未
有的活跃态势，规模持续扩大、业态逐
渐丰富，为促进乡村文旅产业转型升
级、提高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提供了有力
支撑。

留住乡愁记忆，传承农耕文化。固
河镇依托谷庄千亩梨园、李庙中药材观
光带，打造集古村落保护利用、非遗文
化传承、农耕农事体验、休闲观光娱乐
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体，带动建成鸭
梨、瓜蒌体验馆、中草药加工厂等经济
实体，将新鲜的梨子加工成梨膏、水果
罐头，将菊花、瓜蒌加工成药茶、饮品等
产品，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同时，重点做好“鸭梨（中药材）+观光
旅游”融合文章，通过“梨文化”“药文
化”打造出农文旅融合新亮点，走精品
乡村产业发展之路，为乡村振兴添智赋
能。

让乡村换一种方式生长
——固河镇巧打乡村振兴“文化牌”

本报讯（记者 李爱勤 通讯员 娄晓）11月4日，高唐县赵寨子
镇村民正在练习跳落子舞，随着自由灵巧的舞步，落子发出清脆的响
声。落子舞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
推动当地移风易俗、提升乡风文明的重要力量。

赵寨子镇是落子舞的发源地，近年来，该镇在传承和发扬落子舞
文化的同时，创新举措，积极探索民间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之路。
该镇充分利用落子舞的喜庆热闹、互动性强等特点，将传统落子舞与
移风易俗相结合，在村里喜事及其他重大活动，村民们都会自发组织
起落子舞表演，用欢快的舞步传递文明新风。

在推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赵寨子镇各村村“两委”积极发挥“领
头雁”作用，通过文化惠民政策推动移风易俗落地生根。同时，该镇
还通过对外宣传和推广，提高了落子舞的知名度，彰显了文化自信。
赵寨子镇将继续依托落子舞等传统文化优势，不断探索和创新，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的文化活力，让乡风文明之花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得更
加绚丽多彩。

赵寨子镇

“舞”出乡风文明新风尚

11月4日，阳谷县大布乡高庄村村民在晾晒板皮。阳谷县采取“支部引领+能人带动+农户参与”的模式，利用林业资源开发树经济，形成集边角沙地种树、树木旋皮、木料种
菇、基料还林于一体的绿色产业循环模式，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 本报通讯员 陈清林 孟颖

本报讯（记者 董金鑫 通讯员 贾明
鑫）“现在我们的家乡太美了，生活在这里
真幸福。”11月4日，高新区许营镇汪庄村
村民张霖国说。宽阔平坦的道路干净整
洁，鳞次栉比的房屋外墙粉刷一新，并绘
上了精美的图案，不远处坑塘沟渠已变身
清水绿岸，村民们正围坐在一起，享受着闲
暇的幸福时光……走进汪庄村，一幅幅美
景映入眼帘，欢声笑语间尽显家美、人和、
万事兴。

近年来，汪庄村聚焦“如何让村庄美起

来”，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干部模
范带头作用，划片区、包胡同、分农户，将每
项工作责任到人具体到事。动员带领群众
积极参与到空闲土地平整、坑塘沟渠治理、
胡同硬化、广场修建、绿化亮化和环境美化
等一系列工程中，累计整合统筹各类资金
410余万元，绘就了党建引领、合力共举的

“汪庄模式”。
“我们在‘户户通’胡同硬化项目实施

过程中，以财政专项资金40 万元为杠杆，
动员村民自筹资金48.7万余元，对村内的

21 条胡同，共计 27000 余平方米的路面进
行硬化。”汪庄村村委会委员邓国峰介绍，
该村村容村貌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解决了“如何让村庄美起来”，也要解
决“如何让村庄富起来”。汪庄村持续发力
壮大村集体经济，以资金入股的方式，向专
业合作社注资30万元，每年保底分红7%以
上。同时将闲置空地和坑塘置换整合，转
租给村民经营，进一步激发了村集体经济
活力。

目前，该村通过合作社入股分红，年增
收 2.1 万元；通过坑塘承包，年增收 0.6 万
元；通过集体土地租赁，年增收11.2万元。
村集体全年稳定增收13.9万元。

“我们计划利用一年的时间，将汪庄
村打造成一个以自然生态为基础，集休
闲、娱乐、餐饮、教育、农耕体验于一体的
近郊周末休闲胜地，进一步实现村集体经
济多元化增收。”汪庄村党支部委员邓庆
华说。

党建引领，多元增收，许营镇汪庄村——

“内外兼修”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本报讯（记者 苑莘）“‘好媳妇’这三个字说出来轻松，要做好

很难，需要付出很多很多，但只要父母健康、家庭和睦，受点委屈也无
所谓。”11月3日，莘县大王寨镇刚获评“好媳妇”的王雨雪说。

为弘扬时代新风，倡树家庭美德，10月25日，大王寨镇开展“好
婆婆、好媳妇”评选表彰活动。采取民主推选和党支部推荐的方法，
共评选出31名“好婆婆”、31名“好媳妇”。此次评选表彰活动，树立
了身边典型，发挥了榜样力量，播撒下了一颗颗文明的种子，起到了
用身边人教育身边人的良好效果，进一步形成了向善向上、尊老爱
幼、家庭和睦的社会新风尚。

该镇党委副书记王博介绍，“好婆婆、好媳妇”评选活动是大王寨
镇党委政府弘扬传统美德、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一项重要举
措。该镇希望通过此次评选表彰，充分发挥妇女群众的作用，自觉摒
弃陈规陋习，带头抵制恶俗婚闹等行为，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
式，做移风易俗的实践者、示范者、宣传者。

大王寨镇

表彰62名“好婆婆、好媳妇”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 通讯员 任倩倩）近日，茌平区杨官屯乡
开展了路域环境集中整治行动，针对路域内外白色污染物、堆砌物等
垃圾进行彻底清理，更换损坏苗木，对私搭乱建等问题进行集中整
治，取得了显著成效。“以前，我们村的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一到下
雨天更是泥泞不堪。现在路修好了，干净整洁，村民出行方便多了。”
11月4日，杨官屯乡郭王村村民冯春荣告诉记者。

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杨官屯乡围绕“建好、管好、护好、运
营好”目标要求，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全力打造畅通、安
全、舒适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实际成立路域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领
导小组，以保护公路、维护路域环境为重点，7名路长定期上路巡查，
确保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保障农村公路安全畅通。综合完善村规民
约、发挥公益岗作用等多种形式，共同做好农村公路日常养管。建立
路基、路面、桥涵综合整治长效管理机制，加强对通往文明村镇的农
村公路、国省道干线等区域的日常巡查和问题处置，累计出动人员
420余人次，动用大小机械15台次，清理垃圾80余吨，补种绿化苗木
2800余平方米，清理修剪行道树4.8公里，修整路肩38公里，确保辖
区路域环境持续向好。全面排查整治辖区公路和铁路路域环境问
题，同步建立工作台账，明确专人、限时整改，累计开展巡查10次，排
查问题30余处，发现问题15项，均已整改到位。

杨官屯乡

路域环境换新颜

本报讯（记者 贾新伟 通讯员 李屹桢）11月5日，记者从度假
区李海务街道获悉，今年以来，该街道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与“两严禁一
严控”工作要求，综合开展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实现安全生产“真重
视、真到位、真落实”。

思想重视，安全责任压得实。明确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完善安全
生产监管制度，绷紧安全生产思想之弦，采取有效针对性措施，将安
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宣传到位，安全知识讲得通。开展“安全咨询
日”活动，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开展企业专项培训，聘请专家开展一对
一帮扶式服务，形成全街道人人、事事、时时崇尚安全生产的良好氛
围，提升安全管理能力水平。行动落实，安全检查抓得牢。加大巡查
力度，围绕燃气安全工作、一氧化碳中毒防范工作，开展非法违法“小
化工”专项整治行动；创新检查机制，在定期督查的基础上，对企业的
安全细节问题逐一列清单、建台账，同时，着力推动企业建立“班前
会”制度，进一步强调安全问题。

李海务街道

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1月3日，东昌府区梁水镇北赵村瓜农在管理即将成熟的网纹
甜瓜。近年来，东昌府区积极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民发展
错季甜瓜种植，通过暖棚、冷棚和露天三种不同种植方式，搭配早、
中、晚熟不同品种，使甜瓜从4月份到11月份压茬上市，为农民增收
致富辟出一条新途径。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徐甜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