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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茌平区巡察干部在贾寨镇邢胡刘村向群众了解相
关情况。茌平区委巡察机构围绕惠农政策落实、涉农补贴发放等重
点领域，组织巡察干部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了解群众诉求，推动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 本报通讯员 赵玉国

本报讯（记者 张洁 焦阳）12月2日，记者从开发区蒋官屯街
道了解到，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该街道统筹培树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和淳朴民风，使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展现出勃勃生机。

蒋官屯街道李官屯新村通过宣传栏、文化墙等宣传阵地，广泛
宣传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推动实施红白理事会各项制度，同时，印
刷宣传明白纸，通过党员干部发放到户进行讲解等形式，教育引导
群众转变观念，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文明祭祀宣传，破除
焚烧纸钱等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的殡葬新风，移风易俗工作更
加常态化、制度化。“现在我们办白事都讲究越简单越好，厚养薄葬
才是真正的孝顺，以前那些丧葬陋习，不仅浪费钱，还不环保，现在
这样文明多了。”李官屯新村村民贾秀惠说。

在推进移风易俗过程中，该村注重发挥红白理事会等基层组织
的积极作用，推动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等。“请客不收礼、节俭办宴席”
蔚然成风的背后，是该村扎实推动形成村规民约、制度规范的结果。

“我们制定了《李官屯新村村规民约》，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本村村民
红白事都受到理事会监督。每年村里会通过村民议事会集中开展村
规民约的修订活动，对突出问题综合研判，鼓励村民崇尚节约之风，
推进移风易俗。”李官屯新村党支部书记毛明喜说。

如今，在该街道各个村庄，婚丧嫁娶简办、厚养薄葬等文明新风
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我们将不断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宣传教育、创新工作方法，不断探索和创新文明治理模式，推动
移风易俗工作向纵深发展，努力营造文明乡村建设的新风尚。”蒋官
屯街道党工委委员李元馨表示。

蒋官屯街道

乡村绽放文明花

本报讯（记者 赵琦 通讯员 李嘉睿）“企业在注册时，只需在
线填报资料，我们进行远程审核、电子签章，大大提高了服务效率，
实现了办理业务‘零跑腿’。”12月3日，莘县大王寨镇人大副主席赵
芬介绍，大王寨镇便民服务中心不断创新便民服务模式，开启政务
服务新篇章。

大王寨镇便民服务中心不断拓展服务范围，进驻服务事项72
项，涵盖社会保障、公共就业、企业开办、医疗保障等多个领域，综合
线下多个站点和窗口，提供集成式服务，让群众跑一次就能办成
事。同时，便民服务中心设立综合受理窗口，实现“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证”，大大缩短了办事流程，提高了工作
效率。

秉持着“精简高效，便民利民”的服务理念，便民服务中心完善
设置了11个窗口，覆盖了退役军人服务、卫生健康、医疗、人社、民
政、残联等多个部门的业务。在办理窗口主要业务的同时，各个窗
口之间互相关联，帮助群众实现所有业务“一窗通办”。

“一方面，中心完善设立咨询引导区、政务公开体验区、网上办
事服务区、阅读区、母婴室等区域，办事群众可以进行网上办事、业
务咨询、母乳喂养、政务体验等，享受到专业、周到、人性化的服务；
另一方面，便民服务中心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和评价体系，通过设
置意见箱、开通投诉热线等方式，鼓励群众对服务过程进行监督和
反馈，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同时，中心配备两名帮办代办员，为办
事不方便的群众开辟绿色便民通道，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力求为民
服务有速度更有温度。”赵芬说。

大王寨镇

审批减环节 服务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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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马永伟

这是一条自西向东、跨越聊城主城区的
公交线路，它西起聊城高铁西站，东至长江路
东外环路路口西站，往返运营，单程19公里。

这是一条洋溢着传统文化与河湖美景
的文旅专线，坐上它，光岳楼、山陕会馆、海
源阁、东昌湖等处的景致和景色尽收眼底、
一览无余。

聊城市公交集团于今年精心策划、着
力打造的G6路“畅游水城”公交文旅专线，
集通行、文化、观光于一体，可让来自五湖
四海的宾朋邂逅水城的诗和远方。

一条文旅元素满满的公交线路

据了解，从车身到车内，G6路“畅游水
城”公交文旅元素比比皆是——

全线车辆采用全新特制涂装，融合东
昌湖、光岳楼等标志性景观，利用车内宣传
板、LED屏幕、车载电视，全方位展示聊城

魅力。车内配备了解说系统，游客乘着公
交就能感受聊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迷
人的自然风光。

在“文化之旅，品味历史韵味”主题公
交文旅专线上，LED显示屏时时播报“江北
水城 两河明珠”“古城新韵 水乡风情”等
宣传语；“自然之美，悠享东昌美景”专线的
LED显示屏上，“环湖美景 乐游聊城”“南
有西子 北有东昌”的画面令人过目不忘；

“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专线，则通过车
身把“为民 务实 清廉”以及领导干部的楷
模孔繁森的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
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
人民”直观醒目地予以展示。

还有，“博览古今，体验文化传承”“传
统工艺，感受民俗风情”和“美食探寻，品尝
水城风味”公交文旅专线，它们无一例外，都
通过公交这种城市公共交通方式，全方位、
全天候、全角度地展现着聊城悠久的历史
文化、旖旎的自然风光、蓬勃的奋进之路。

一场说走就走的公交文旅之行

G6路“畅游水城”公交文旅专线，途经
聊城高铁西站、西城门、北城门、东城门、闸
口桥、后菜市街花园路西站等 30 多个站
点，聊城高铁西站首班车时间 7∶40、末班
车时间 18∶40、长江路东外环路口西站首
班车时间6∶30、末班车时间17∶30。

从任何站点上车，一场说走就走的公
交文旅之行、一场领略聊城独特魅力的精
彩旅程都可以随时开启。

——乘客朋友们，随着车辆的前行，我
们将要到达水上古城。聊城是一座古老而
充满韵味的城市，黄河与大运河在这里交
汇，古老的城墙与运河畔的柳树相映成趣，
诉说着聊城悠久的历史。

——乘客朋友们，聊城的水孕育了生命，
造就了文明。黄河与运河让这座城市文脉绵
延，生生不息。在这里，一座城成就了一座
塔，一座塔守护着一座城，千年屹立不倒的铁

塔等您来探寻她满腹的传奇和故事。
——乘客朋友们，运河与东昌湖交汇

相融，将古城环绕其中，“中国十大名楼”之
一的光岳楼在这里巍峨伫立。登楼远眺，
古城全貌尽收眼底，街道纵横交错，屋舍俨
然有序，尽显古城风韵。楼内木雕砖雕，工
艺精湛，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古代工匠的
智慧与匠心，让我们不禁沉醉在这深厚的
文化底蕴之中，仿佛穿越时空，与历史对
话。

还有依运河而建的山陕会馆、如棋盘
般纵横交错的古街古巷、热闹非凡鳞次栉
比的店铺……聊城很大，大得可以流过黄
河与运河；聊城很小，小到可以装在每个聊
城人的心中，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无法忘却
的魂牵梦萦；不管身在何处，总能邂逅如梦
如幻的诗和远方。

G6路“畅游水城”公交文旅专线，不仅
是一趟行程，更是一场美妙愉悦的文旅之
约。

邂逅水城的诗和远方
——我市打造集通行、文化、观光于一体的公交文旅专线

■ 文/图 王凯 闫振 程宇

寒冬时节，阳谷县西湖镇大刘村村民刘东武的果蔬
大棚里温暖如春，一排排灯笼状的彩椒红黄相间挂满枝
头，刘东武夫妇穿梭其中，手法娴熟地对彩椒进行采摘、
分拣，准备运往附近的蔬菜交易市场售卖。“彩椒长势非
常好，行情也不错，刚才已经在市场卖了500多斤了，最
贵的时候一斤能卖到14元，这个棚的产量在4.5吨左右，
估计这一茬彩椒收入近10万元。”刘东武难掩丰收的喜
悦。

刘东武今年33岁，种棚已经6年。此前，他在镇上
从事理发工作，看到村里蔬菜产业快速发展，村民靠种植
蔬菜大棚实现了致富增收，他萌生了回家种棚的想法。

“刚开始时，由于不懂种植技术，自己一边摸索一边
学习，收成还算可以。去年，镇上推广彩椒种植，并提供
免费技术指导。我现在的两座大棚都种上了彩椒，年收
入30多万元。”刘东武盘算着过去一年的收入，打算明年
扩大种植规模。他说，大棚就是菜农的“聚宝盆”，只要
肯努力，不愁赚不到钱。

西湖镇农业产业布局分明，拥有大田耕地 5.52 万
亩，主要集中在镇域南部，蔬菜大棚8000余亩，主要集中
在镇域北部。今年，该镇结合当地产业发展特点，成立
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依托中心又成立了蔬菜
生产联合社，将32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分社，选
拔有带动能力的种植户作为蔬菜联络员，推广“新优特”蔬菜种植技
术，收集蔬菜生产销售中存在的问题和棚户信息等。

村庄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大刘村也是有名的蔬菜种植专业村，大
棚种植面积近400亩。尽管种植历史悠久，近几年，却也出现了产品同
质化、单一化的发展问题。该村党支部书记刘东生按照全镇产业发展
规划，自己带头种植彩椒，并积极向村民推广种植。“我们村通过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彩椒种植近40座大棚，这一茬彩椒可让村民增
加近300万元收入，实现村集体、农户双丰收。”刘东生说。

为了纵深推进彩椒种植，方便村民销售彩椒。西湖镇构建“10分
钟蔬菜产销圈”，成立了集蔬菜收购、仓储保鲜、信息服务、农产品检
测等功能于一体的蔬菜保鲜储存交易市场，让蔬菜种植销售更为便
捷，日均交易蔬菜20万斤。蔬菜交易市场的建立不仅方便了村民卖
菜，也解决了部分辖区群众的就业问题。目前，有30余名妇女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她们一起分拣、装箱等，每个月有3000元到
4000元的收入，大家干活劲头十足，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我们充分发挥党委的统筹引领作用，依

托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服务中心，通过农资
集采、技术指导、产销对接，提供一条龙服
务，实现农业产业向集约化、规模化、市
场化发展，为农民增收开辟新路子，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阳谷县西湖镇
镇长贾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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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全智

12 月 2 日，记者从冠县桑阿镇了解到，近
年来，该镇坚持“党建引领、科技赋能、创新发
展”的工作思路，锚定“食用菌小镇”发展目标，
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核心，积极探索培育

“羊肚菌—哈密瓜—蔬菜”循环轮作的生态种
植新模式，闯出了一条致富新路子。

桑阿镇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山东省
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开展合作，
借助研究所的农业技术力量，利用农业设施用
地建设种植大棚，进行羊肚菌试验性种植，在
种植初期，即遇到菌根、菌渣无法得到有效处
理的难题，通过与研究所进行技术交流，组织
人员外出考察学习，创造性地提出菌瓜菜轮
作的种植新模式。

据了解，羊肚菌在每年的 11—12 月份播
种，次年 3 月上中旬出菇，至 4 月中旬结束生
产；哈密瓜在3月中下旬开始定植，在6月上中
旬陆续进入采摘期，7月初哈密瓜拉秧；蔬菜选
择应季品种，以西红柿为例，8月初定植西红柿
苗，在11月下旬前结束采摘。不同作物的生长

周期不同，桑阿镇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实现了
菌瓜菜的轮作。

作物轮作提高了生产设施利用率、土地栽
培效率，种植羊肚菌剩余的菌渣还可以还田，替
代部分化肥，培肥土壤，减少购买化肥的支出，剩
余的瓜秧，通过就地深埋，进行厌氧腐解，不仅增
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还为蔬菜生产提
供必需的养分，实现了“瓜与菜”的增产和品质提
升。这种轮作模式在增加种植收入的同时，还
有助于菌瓜菜生态循环固碳种植，改良培肥土
壤，极大减少对农药、化肥的依赖，也更加符合
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标准。

目前，桑阿镇食用菌产业科技示范园已建
成种植大棚60余亩，并建有产品检测室、加工
保鲜室、分级整理包装车间、成品冷库、电商
销售平台等配套设施。据了解，桑阿镇将充
分发挥科技示范园的示范引领作用，借助农
业科技力量，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断探索
前进，走出一条适合镇情的设施农业高效利
用新路径，打造“科技设施农业、生态循环农
业、优质绿色农业”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产业
样板。

菌瓜菜轮作 人田两不闲

■ 本报记者 董金鑫

“小棉袄”服装加工产业是东昌府区侯营
镇的优势特色产业，近年来，该镇服装加工年
产量超3000万件，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坐落于侯营镇于营村的云海服装厂是当
地的“明星工厂”，说是工厂，实际上就是改造
后的农家庭院。十几位妇女在庭院里熟练地
运用设备进行裁剪、圈片、充棉、绗棉，不多时，
一件件好看又保暖的“小棉袄”就加工完成了。

“我们一年的营业额有1800万元，都是这
些大姐、大婶共同完成的。在这里，大家缝着
袄、带着娃、挣着钱，还能顾着家。”任凤云是云
海服装厂的总经理，她是较早一批从事棉服生
产的创业者。如今，侯营镇已有6300余人从事
棉服加工，所产的棉服畅销国内外。

近年来，人们对于具有文化内涵、个性
化、原生态的产品愈发青睐。侯营镇正是看

准了这一趋势，将传统的乡村文化与现代时
尚审美相结合，发展小棉袄庭院经济。并运
用网络直播间放大影响、提高销量。

12 月 3 日，在位于侯营镇的电商产业园，
多位主播正在对当地生产的棉服进行直播带
货。“我们现在和厂家合作，运用‘互联网+公
司+加工户’的模式，对侯营产的棉服线上统一
售卖，并利用平台反馈的数据，做好精准投流，
进一步提高销量。”仟达（山东）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运营总监徐志友说。

侯营镇的小棉袄庭院经济，以棉袄为媒
介，将乡村的质朴与时尚相融合，在接地气的同
时紧跟时代潮流。“目前，我们已经制定了棉服
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整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扶持资金900余万元，建设于营棉服加工产业
园，引导行业做大做强，让棉服更有颜值、更有
产值、更有价值，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
聊城市东昌府区侯营镇镇长贾仲健说。

农家小庭院 变身致富园

1212月月22日日，，阳谷县侨润街道国庄村村民正在晾晒传阳谷县侨润街道国庄村村民正在晾晒传
统手工红薯粉条统手工红薯粉条。。 ■■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陈清林陈清林 汤雁南汤雁南

1212月月33日日，，莘县董杜庄镇张端村的蔬菜大棚里莘县董杜庄镇张端村的蔬菜大棚里，，刚采摘的黄刚采摘的黄
瓜新鲜翠绿瓜新鲜翠绿。。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兆旭吴兆旭

产业 乡村

GG66路公交车路公交车

◀◀ 1212 月月 22 日日 ，，村村
民在阳谷县西湖镇蔬民在阳谷县西湖镇蔬
菜保鲜储存交易市场菜保鲜储存交易市场

内分拣彩椒内分拣彩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