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3日，东昌府区沙镇大张新村田间，村民忙着种植洋葱。东昌
府区通过积极引导群众，抢抓农业种植茬口，实施“玉米+香菜+洋葱”
一年三茬轮作种植模式，充分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一田多用、一年多
收，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呼静茹

12月15日，在茌平区冯官屯镇武赵村，农技人员指导农民根据墒情加强麦田冬季管理。
近日，冬小麦进入越冬期，为切实做好冬小麦田间管理，促进麦苗正常生长，茌平区农业农村局精准施策、多措并举，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把脉问诊”，为

来年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 本 报 记 者 尹腾淑
本报通讯员 孙玲弟

“小麦长势旺不是好事吗？”12月16
日，当得知农技专家前来指导如何应对
小麦旺长的情形后，临清市八岔路镇刘
塔头村种粮大户马以科道出了自己的疑
问。

“那可不一定哦，小麦生长过旺的
话，一旦进入低温期，风雪和冰霜对幼苗
的伤害很大。如大雪压伤茎秆遭受损
失，霜冻冻伤遭受损失等。”来自临清市

“杜站长工作室”的高级农艺师孙宪银答

道，“你这块地的苗情尚可，但是土壤比
较暄松，及时进行机械镇压可以帮助踏
实土壤，防止猛风侵入导致的冻害，保障
幼苗安全越冬。还有就是，这块麦苗现
在冬前分蘖不多，早春时要提前管理促
进分蘖。”

农技推广，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
干。今年冬小麦播种以来，我市气温较
往年持续偏高，近期，小麦生长反常、旺
长趋势明显，引发农技专家的担忧。临
清市农业农村局精心组织“杜站长工作
室”农技专家深入田间查看苗情，讲解
小麦旺长易导致冻害、病虫害、倒伏等

危害，对麦田进行“把脉问诊”，开出“良
方”，指导农户根据苗情适期开展小麦
机械镇压，来抑制其地上部分的生长，
阻止小麦旺长的势头，确保小麦安全越
冬。

“专家看问题看得准，解决问题的方
法更好。”现场听了专家的讲解，马以科
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说，“以前凭经验种
田，遇到问题全靠自己摸索，现在每到庄
稼生长的关键节点，专家就到地里指导，
将技术送到我们手中，都服务到我们心
坎上了，让我们对种好粮食更有信心
了。”

作为农业科技的传播者、科技创新
创业的领头羊，农技专家是科技支撑乡
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临清市

“杜站长工作室”带动一大批农技专家走
进田间地头，让新技术、新成果在田间地
头得到推广应用，把果园、农田、养殖场
当作传道授业解惑的“第一教室”，把科
技动能推向田间地头、牧场农舍，促进乡
村振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接下来，临
清市“杜站长工作室”的技术人员将根据
农情气候变化及时采取防护措施，帮助
农户科学管理，确保小麦安全越冬，为来
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农技专家田间问诊“开良方”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张福庆 杨欣钰）12月13日，天
气寒冷，而临清市戴湾镇的蘑菇种植大棚里却暖意浓浓。一朵朵蘑
菇从菌棒中探出脑袋，鲜嫩肥厚、惹人喜爱，菇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
这些蘑菇将陆续发往全国各地。

据悉，为增加基地入股村民和村集体收入，戴湾镇水城屯联合村
党委班子从蘑菇种植的各个环节入手，采取多项措施降本增效。他
们确定了每年两茬的种植模式，并由最初的外购菌包转变为采购设
备自己生产，在满足基地使用的同时，还对外出售赚取利润。

在销售方面，戴湾镇水城屯联合村采取合作社的模式，对种植的
蘑菇进行统一销售，从而保证了蘑菇的价格优势。“基地统一采购原
材料和菌种，股民参与管理，这样既能保证生产质量，又能降低生产
成本。村集体统一进行销售，产品直接对接大型经销商，实现了销售
效益的最大化。”戴湾镇水城屯联合村党委书记甄德奎说。

戴湾镇

蘑菇产业带富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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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俞婷婷 郭宗洋）“别看这些东西不是稀罕物
件，如果用时没有，还真麻烦。”12月13日，前来阳谷县大布乡便民服
务大厅办事的王庄村村民王新说。立足群众实际需求，大布乡便民
服务中心设置了专门休息区域，提供免费的饮水和充电设施，并配备
老花镜、手写板、轮椅等便民物品，让群众感受到贴心的服务。

今年以来，大布乡便民服务中心秉承“简约、便民、阳光、高效”的
服务宗旨，将政务服务与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度融合，持续推进企业
和群众办事便利化，推动基层政务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该乡便民服务中心不断优化服务机制，在服务大厅增强导办力
量，提供引导、咨询等“一站式”服务，确保企业群众办事“不迷路”。
创新服务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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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解决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
的难题。推出预约服务、上门服务等服务模式，将便民服务从厅内延
伸到厅外，使政务服务温暖升级、更加贴心。

大布乡

持续优化政务服务

本报讯（记者 赵琦 通讯员 孙超） 12月12日，莘县俎店镇开
展“学习身边好人、争做道德模范”主题活动。俎店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退役军人服务站邀请“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退伍老兵、退休
高级小学教师孙宽印到辖区各学校作红色宣讲，传承、弘扬坚守信
念、不畏牺牲的革命斗志和爱国精神，凝聚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

孙宽印曾在沈阳军区服役7年，退伍后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任教
40余年后退休。受军旅生涯影响，任教期间，他就要求学生们不仅要
学好文化课程，更要有爱国心、立爱国志、怀爱国情。退休后，他依然
对青少年德育工作怀有满腔热情。此次红色宣讲，他从一个老兵的
亲身经历出发，带领学生们忆苦思甜。“青少年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
键阶段，我们通过红色宣讲进校园活动，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
念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激励师生们将红色血脉根植于心，为民
族复兴和祖国强大奋勇前行。”孙宽印表示。

莘县将进一步发掘身边的榜样事迹，讲好红色故事、做好红色传
承，让榜样力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俎店镇

红色宣讲进校园

■ 本 报 记 者 吕晓磊
本报通讯员 蒋佳莹

12月15日，开发区北城街道中心新村
广场人头攒动，一场充满爱心与温暖的公
益志愿服务活动在这里精彩上演，活动现
场不仅有精彩有趣的节目，还穿插了趣味
互动环节。今年以来，北城街道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阵地，在春节、端午等
重要节点开展各类移风易俗宣传活动，通
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正能量，推动
文明新风吹进百姓心田。

北城街道成立街道移风易俗工作领
导小组，健全管理机制，调整充实红白理

事会成员，形成工作合力。通过深入推进
移风易俗宣传工作，破除陈规陋习，净化
社会风气，树立文明新风，培育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要解决村里红白喜
事盲目攀比的不文明现象。你家办10桌，
我家就办20桌，一场酒席办下来，不仅食
物浪费严重，也掏空了村民的口袋。”在移
风易俗“大讨论”上，一位村民的发言引起
了大家的热烈讨论。积极听取党员、群众
对于当前陈规陋习、盲目攀比等现象的看
法和意见，聚焦问题，摸透下情，该街道探
索出台红白事节俭操办的指导标准——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确保工作落实落
地。今年以来，该街道各新村红白理事会

共召开会议50余次，办理红事46起，白事
102 起，为村民节省红白事花销 30 万元。

“以前，大家婚丧嫁娶都好面子、兴攀比，
大操大办。现在提倡移风易俗，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村民们不仅减轻了经济负
担，关系也更加融洽和谐了。”河洼刘村村
民刘继雷开心地说。

“一个有着良好家风的家庭，往往能
够理性对待彩礼问题。遏制高额彩礼，是
对婚姻的尊重，也是对文明的守护。”在日
前举行的一场文明婚俗微宣讲活动中，讲
解员通过以案释法和分发文明婚俗倡议
书等方式，与村民就其关注的话题开展互
动交流。类似这样的活动，在北城街道还

有很多，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阵
地，该街道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移风
易俗文明实践活动，目前已开展以“推进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为主题的系列
活动20余场，创作了《北城家乡美》《大学
生志在农村》等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
品。截至目前，北城街道已累计发放倡议
书1000余份，组织宣讲50余场次，宣传群
众 5000 余人，做到家喻户晓、入脑入心。
与此同时，评选出“五好家庭”40余户，“好
公婆”“好媳妇”300余名，打造内容鲜活、
形式新颖的各类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活动，
充分发挥、运用“榜样的力量”，以身边人
讲身边事、以身边事教身边人。

文明新风吹进百姓心田
——开发区北城街道深化移风易俗走笔

本报讯（记者 马永伟 通讯员 张廷玉 王庆义）12月13日，阳
谷县阎楼镇四合村村民许学军来到镇便民服务中心，询问综合受理
窗口工作人员，能否代缴燃气费。工作人员蒙会碧告知，可通过手机
微信公众号或者到营业厅现场缴纳。

不会用手机缴费的许学军很为难，蒙会碧了解情况后，帮助许学
军用微信公众号成功缴费，之后又耐心地为他演示手机缴费流程。

“群众都说阎楼镇便民服务中心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一点儿都不
假，服务中心的服务真周到、真贴心。”许学军高兴地说。

近年来，阎楼镇便民服务中心深入落实“首问负责制”，即最先接
受咨询的工作人员，负责处理、引荐或联系相关窗口或其他部门工作
人员解决问题，直到群众满意。同时，还开展了延时服务、帮办代办
服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邮寄服务等特色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能力
和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注重打造人性化、有速度更有温度的服
务，最大限度减少办事群众跑腿次数，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办事速度和
服务温度，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阎楼镇

便民服务落实“首问负责制”

■ 本 报 记 者 张 颖
本报通讯员 黄金鑫

12月16日，在冠县崇文街道前董固
村禅艺花卉基地大棚内，成方连片的京
城菊、光玉菊竞相开放，村民们正忙着采
摘、分拣、包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以前我们都是种庄稼，刨去肥料和
种子钱，一亩地一年到头也不过收入千
元。现在改种了菊花，一亩地能顶好几
亩庄稼的收入！”禅艺花卉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张凤娥说，种植菊花发展

“美丽产业”，不但有力推动了当地乡村
特色产业跨越式发展，还带动了周边农
户增收致富。

产业发展兴旺可持续，关键看质量

和效益。为带动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
2023年，在经过多方调研和考察后，前董
固村决定引入花卉大棚种植项目，立足
土地资源优势，发展生态特色农业，填补
区域特色农业空白。然而，花卉种植的
初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缺乏组织化管
理和市场对接，项目一度面临停工。经
过深入的市场调查研究，前董固村成立
了禅艺花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
壮大菊花种植龙头企业，统一购进优质
种苗，引入先进种植技术，开展市场拓展
培训，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

“我们的菊花种苗成活率今年已经
达到 95%，种植效益得到显著提升。”张
凤娥介绍，合作社的成立为产业发展注

入了“强心针”，助力前董固村花卉产业
逐步走上正轨。如今，村里的花卉大棚
种植面积达到32亩，年产鲜切花100万
株，种苗300万株，年收益40万元。

花卉种植给前董固村人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收益，村里20余名留守劳动力通
过参与大棚种植和后期加工，顺利解决
了就业问题，实现了家庭增收。“以前总
觉得种花养草是城里人的消遣，没想到
我们村也能种得这么好！”负责菊花采摘
工作的村民周付明高兴地说，“活儿不
重，离家也近，真是两全其美！”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崇文街道以
前董固村为试点，因地制宜发展菊花种
植产业，推动菊花产业规模化发展，让

“美丽经济”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更好惠

及当地农户，合力写就独具特色的乡村
振兴“新诗篇”。

“前董固村的菊花产业实践，让我们
看到了特色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巨大潜
力。”前董固村网格包片书记王贵山表
示，今后将继续引导更多村庄发展特色
种植，以点带面，免费提供种植技术，不
断探索产业链延伸和品牌建设，并通过

“互联网+菊花”的营销手段，着力发展
“菊花+旅游+康养+会展”等新业态，推
动菊花产业向规模化、绿色化、品牌化和
融合化方向发展，让“崇文菊香”走向更
加广阔的市场。“目前，我们正计划借助
电商平台，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宣传等
方式，进一步拓宽崇文菊花的销路。”王
贵山说。

菊花种植绽放“美丽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