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4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邹越 美术编辑：辛政 校对：赵鹏 LIAOCHENG RIBAO新农村

■ 本 报 记 者 钟伟
本报通讯员 刘怀宇 山林娜

产业是就业的保障，就业是产业的支
撑。今年以来，阳谷县十五里园镇以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为统揽，坚持产业至上、就业优先，因地制
宜、因势利导，认真做好产业与就业融合
大文章，积极引进培育玩具组装、农副产
品加工、纺织服装制造等轻资产劳动密集
型企业，努力实现村村有产业、人人有工
作、户户有收入。

小彩泥做成富民好产业

11月13日，走进赵洼村共富工坊，只
见一条6米长的橡皮泥生产线上，工人们
正手脚麻利地进行分装作业；货架上摆满
了各种颜色的橡皮泥产品，工人们正在打
包、装车。这些产品将被运往临沂小商品
城，再销往全国各地。

为解决留守妇女和困难群众就业问
题，去年底，赵洼村党支部经过多方考察，

利用村委会闲置用房，投资10万元引进橡
皮泥加工项目。橡皮泥加工操作简单、容
易上手，很快就吸引了10余名村民到车间
工作，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加了群
众收入。“在这里加工橡皮泥，一点也不
累，家里的事也不耽误，一天还能挣五六
十元钱呢。”53岁的村民叶长玲正忙着把
橡皮泥分切成统一的克重，然后装入包装
袋中。

小小橡皮泥，带动一方产业，富裕一
方群众。“我们正在考察新的机器设备，计
划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让群众在项目运
营链条上得到更多实惠。”赵洼村村委会
委员赵洪伯说。

小馒头蒸出满满幸福味

进入朱坊村，一条平整的巷道旁，阳
谷顺鹏食品经营厂的招牌惹人注目。走
进这家工厂，一股浓郁的麦香味扑鼻而
来，几层硕大的蒸笼上整齐排列着一个个
馒头，白白胖胖，很是招人喜欢。

“来，尝尝，没添加剂放心吃！”负责人

朱明月随手拿起两个馒头乐呵呵地招呼
大家。记者一口咬下，柔软而有劲，嚼起
来满嘴浓浓的麦香。

今年60岁的朱明月经营食品厂已经
有4年，他早年在北京做运输生意。选择
返乡卖馒头的理由，朱明月说看上的就是
这个行业门槛低，当地没有一个标杆企
业。“我们专门购置了面粉罐车，从正规厂
家点对点采购，面粉质量绝对有保证。”朱
明月介绍，现在每天生产1万斤馒头、花卷
等，主要销往聊城、德州等地超市，同时还
推出了礼盒装，供应线上店铺。

随着市民对馒头消费需求的提升，朱
明月与时俱进，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更
新了和面机和蒸笼，坚持采用纯净水和面
与传统“面头”发酵，还原了人们记忆中的

“馒头味儿”。

小村庄连起国际大市场

11月15日上午9时，谢庄村村民孟南
南走到裁剪工位，开启了一天的工作。不
同于外出打工，这家工厂开在家门口，她

每天骑着电动车，10分钟就能到达。更没
想到的是，这家开在小村庄里的“微工厂”
将村民与国际大市场连在了一起。

孟南南所在的工厂是明鑫内衣加工
厂，位于十五里园镇东汪村，是一家集设
计、制造、销售于一体的内衣生产企业，日
产量1万余件。为了扩大产能，该企业还
在附近5个村建了加工点。“车间建在家门
口，村民挣钱不用往外走。”加工厂负责人
汪文栋说，自2013年投产以来，该厂优先
吸纳来自周边村庄的留守妇女，为她们免
费培训，每月以计件方式结付工资。

“以前没接触过裁剪刀，对于能不能
干好这份工作，心里一直没底。经过培
训，我现在技术越来越熟练，一个月能赚
3000多元。”孟南南开心地说。

工厂建到家门口，让村民获实惠、企
业得效益。由于款式多样、制作精良，工
厂不仅与唯品会等电商平台签订了供货
合同，还将产品卖到了欧洲。“现在是满负
荷生产，订单供不应求，预计今年产值能
达到1500万元。”汪文栋说。

“两业”联动促增收
——十五里园镇强产业稳就业见闻

本报讯（记者 李爱勤 通讯员 王一鸣）“小孟，你看你窗户下
面的这片花池多好看，以后你就是这里的‘护花使者’了！”11 月 14
日，阳谷县博济桥街道紫汇御景小区“红邻书记”张祥伟对居民说。

作为全市“三建两清”工作试点小区，紫汇御景小区正在进行“小
院蝶变”行动。张祥伟带领小区离退休老党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
共同对小区花池乱栽乱种行为发起集中攻坚，统一清理、统一规划、
统一栽植，让紫汇湖畔的景观小区重新焕发光彩。

“我们小区紧邻紫汇湖公园，小区是仿古式建筑风格，周边环境
非常好，但群众在小区花池内随意栽种，很不美观。在金谷社区的协
调下，我们把花池清理出来，种上了漂亮的花卉，群众都竖起了大拇
指。为解决花卉的长期养护问题，我们还为每片花池明确了一名党
员担任‘护花使者’，让花不仅种得下，还养得活。”张祥伟说。

金谷社区位于阳谷县老城区，辖区内原机关家属院较多，居住着
大批离退休的老党员、老干部，他们觉悟高、人脉广、威望高，是社区
基层治理的财富。“我们充分利用他们情况熟、善协调的优势，积极吸
纳其加入社区治理队伍，有效发挥‘银发’力量的余热，为基层社会治
理解难、解困、解忧。”金谷社区党委书记辛鸿雁说。

今年以来，博济桥街道党工委坚持以“博爱济民”党建品牌为统
领，充分发挥离退休党员干部的优势，打造4处“红邻书记工作室”，
吸纳16名老党员加入社区“红色议事厅”，帮助群众解决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助力构建党建引领、共建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真正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银发”力量。

博济桥街道

“银发”力量助力基层治理

11月14日，工人在茌平区桂柳鹅业有限公司种鹅养殖棚内忙碌。该企业通过“发酵床+高网床”模式养殖种鹅，有效解决了粪污处理难题，同时采用全年高效生产光照调控
技术、种鹅全舍饲养殖模式与智能环境控制技术，促进种鹅繁殖活动，提高产蛋率。近年来，茌平区通过实施龙头企业带动，大力发展特色化、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特色水禽
养殖，形成“育种—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模式，有效带动农民增收。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本报讯（通讯员 刘加明 王登军）“如果发生燃气泄漏应该怎
么办？”“要立即关闭燃气表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到室外拨打电
话报修，切勿在室内逗留，严禁使用各种火种，也不要开关电器，以免
发生中毒、爆炸等事故。”11月16日，茌平区乐平铺镇机关干部向村
民普及燃气安全知识。

为切实普及燃气安全常识，提升居民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有
效防范和遏制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连日来，乐平铺镇周密部署，打
响燃气安全攻坚战，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该镇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工
作理念，积极组织召开燃气安全会议，细化责任区域，明确责任分工，
确保宣传教育、排查检查、隐患整改落实落细。力争将防范一氧化碳
中毒工作防早、防小、防患于未然。

排查隐患，限期整改。该镇组织镇村干部和志愿者对辖区内88
个网格村进行检查，对燃气具、连接软管、用气环境、安全报警装置、
生产日期、灭火器材等进行全面细致检查，发现问题，限期整改。

同时，针对孤寡老人、残疾人、低保户等重点特殊人群落实帮包
责任人，定期入户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努力营造一个温暖、和
谐、幸福的居住环境。

乐平铺镇将持续加强安全用气宣传，加大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力
度，切实提高广大群众安全防范意识，确保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
态，保障广大村民规范用气、安全过冬。

乐平铺镇

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 本 报 记 者 李政哲
本报通讯员 张凯

11月15日，在位于东阿县陈集镇胡楼
村的东阿县众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内，
一头头毛驴膘肥体壮、丰腴健硕，饲养员
赵诗强正忙着给毛驴“加餐”。

“饲料以玉米、豆粕和麸皮为主，这样
喂出来的毛驴，肉质嫩、品质好。”赵诗强
边忙活边说，现在在家门口就业，一个月
有4000余元收入。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
强，关键看“头羊”。胡楼村探索实施“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统一流转

土地 30 余亩，成立了东阿县众信养驴农
民专业合作社，从事毛驴养殖、加工、餐
饮等全产业链条生产。目前，合作社毛
驴存栏量300余头，吸纳了本村20余名村
民进场务工，带动秸秆回收 500 余亩，村
集体年增收5万元，实现了群众和村集体
收入“双赢”。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胡楼村不断拓展村集体经济“造血”能力，
在驴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积极鼓励党员
带头发展葡萄种植，打响“胡楼葡萄”品
牌。

当天，在村“党员示范棚”内，农技人
员正忙着为冬暖式大棚葡萄越冬管护工

作现场“把脉开方”。
“以前种葡萄，全凭自己摸索。现在

村‘两委’定期组织专家对我们进行技术
培训，手把手地教我们，让我们少走了很
多弯路，现在葡萄的产量和品质都有了很
大提高。”葡萄种植户于纯才高兴地说。

目前，胡楼村已建有葡萄大棚 20 余
个，在种植藤稔系列鲜食葡萄的基础上，
又种植了蜜光、玫瑰香、冰美人等多个优
质品种，大棚亩均收入可达2万元。

此外，胡楼村还投资400余万元开展
省级“和美乡村”项目建设，对村北30余亩
荒地进行整治并建设了小菜园，积极实施
村庄绿化、硬化、美化和亮化工程。如今，

胡楼村整体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成为“有
颜值”“有底蕴”的美丽乡村。

“我们充分发挥党支部组织引领作
用，坚定不移走‘党建带村、产业兴村、生
态美村’发展之路，在兴村强社、群众收
益、集体增收上做文章，实现强村富民，让
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胡楼网格党支部书记于纯生说。

近年来，陈集镇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立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抓建设惠群
众、优环境提品质、兴农业促增收等扎实
举措，推动高质量党建引领绘就乡村振兴
崭新画卷。

党建引领绘就“强村富民”新画卷

本报讯（通讯员 张清强）“自从店里挂上‘诚信商家联盟’的牌
子，来理发的顾客明显多了起来。”11月15日，冠县清泉街道创意起点
理发店老板边熟练地为顾客修剪头发边笑着说。店门口“诚信商家
联盟”牌匾在阳光映照下格外耀眼。

清泉街道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为让
“信用有价、守信受益”理念深入人心，使诚信主体切实感受到信用带
来的好处，清泉街道深入开展走访调研，广泛进行洽谈协商，率先在
全县发起“诚信商家联盟”行动。这一创新举措，既为商家吸引了更
多优质客源，使其经营业绩显著提升，又有力地促进了诚信经营良好
风尚。

“诚信商家联盟”有着严格规范的加入流程。清泉街道信用办负
责人董雨昕介绍，商家需先提出申请，并签订诚信经营自律公约，之
后街道会同商投、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对其经营状况展开综合评定，审
核通过的商家才可加入。

如今，“诚信商家联盟”已成为诚信商户的金字招牌，也让居民收
获颇丰。首批54家商铺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折扣优惠活动。居民消
费时，只需出示个人信用积分，便能享受相应优惠。“在这儿既能享受
实惠折扣，又能买到放心商品和服务，真是太好了！”居民王康江赞不
绝口。

清泉街道将充分依托辖区资源优势，积极整合各方力量，持续打
造提升“诚信商家联盟”的品牌形象与品质效应，吸纳更多商家踊跃
加入，释放更多惠民红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
大信用动力。

清泉街道

“诚信商家联盟”让信用生金

本报讯（记者 马永伟 通讯员 汪寅
辰 朱红光）“让我担心的‘婚闹现象’真
的没有发生，整个婚礼过程非常热闹，也
非常文明，和过去相比真是越变越好了。”
11 月 14 日，家住临清市新华路街道古楼
村的齐宁告诉记者。齐宁刚刚结婚，对于
身边的文明现象深有感触。

古楼村是新华路街道的城中村，也是
一个省级文明村，过去由于经济和文化落
后，不管谁家有结婚的，都会有过头的“婚
闹现象”。“不是给老公公抹一脸灰，就是
给老婆婆戴上高帽子，或者抬着新娘蹲屁

股，有时都把新娘蹲哭了，但是现在没有
这些情况了。”古楼村妇女干部许凤娇介
绍，近年来，发展越来越好的古楼村制定
了村规民约，只要按移风易俗规定办理红
白喜事，全部给予奖励，否则就要受到批
评。

为使富裕起来的人民群众尽快走上
文明幸福之路，新华路街道坚持把移风易
俗写进每一个村庄的村规民约。

“近几年，针对移风易俗，我们主要做了
三件事，一是建好基层文化活动阵地，二是
建好农村基层文化队伍，三是开展文明评选

活动，这些措施都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新华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姚强介绍。

在文化阵地建设上，综合文化站、村
文化大院、“村村响”工程、农家书屋均达
到全覆盖；送书下乡、送电影下乡、送戏下
乡、送培训下乡实现常态化；还以临清历
史上最繁荣的明清市井文化为背景，打造
了集山水园林、景观建筑、休闲娱乐、文化
旅游于一体的临清三和湿地文化产业
园。在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建设上，每个村
都配备一名文化干部，组织开展文体活
动，打造富有各自特色的“一村一品”“一

村一业”乡村文化品牌。同时，积极开展
“四德”工程建设、“五星级文明户”、“五个
好”家庭成员、“临清好人”和“道德模范”
评选等活动。这些活动有效促进了移风
易俗理念深入人心。

“移风易俗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提高全民素养的必由之路。我们开
展各类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的活动，
就是让新风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
社会和谐文明不断攀新高，让乡村从‘面
子’美到‘里子’。”新华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朱亮表示。

新华路街道：移风易俗扮靓美丽乡村

11月15日，在东昌府区梁水镇郑庄村高标准农田，工人在铺设
安装灌溉管道。初冬时节，我市各地加紧推进农田水利、设施大棚、
生产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生产条件，为来年粮食增产、农民
增收打好基础。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胡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