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通讯员 郭洪广

“现在村民已经接受了移风易俗、厚
养薄葬这些新的观念，村里的文明新风有
效提升了。”12 月 24 日，高唐县固河镇刘
菜园村党支部书记李立军自豪地说，该村
通过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红白事志愿服
务队，将移风易俗织成一张隐形的网，引
导村民摒弃陋习、不铺张浪费，让红白事

“瘦身”又省心，弘扬了文明新风。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自新时

代文明实践“善行画乡·美德尚和”志愿服
务项目实施以来，固河镇进一步扎实推进

移风易俗，加强文明培育、文明创建，引导
广大群众共同抵制陈规陋习，让文明新风
吹进千万百姓家。

摒弃陈规陋习，倡导文明新风。固河
镇积极探索移风易俗改革新路径，形成

“条块结合、上下联动、协调有力”的工作
推进机制，抓好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头作
用，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管理服务职
能，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红白事志愿服务
队，将职责工作制度上墙，引导广大农民
群众破除婚丧陋俗，遏制不良风气，倡导
新礼仪新风尚，净化乡风民风，为建设美
丽乡村营造良好氛围。

弘扬优良传统，传承孝善美德。在移
风易俗的过程中，固河镇不断加强思想道
德建设，积极培育选树“身边好人”“好婆
婆”“好媳妇”“星级文明户”等先进典型和
模范，发挥“身边模范”示范带动效应。今
年10月，该镇在前辛村举办了固河镇移风
易俗 2024 年度先进典型表彰仪式，25 名

“移风易俗示范户”“好婆婆”7、“好媳妇”
“美丽庭院示范户”及公益事业爱心人士
受到了表彰奖励，引导村民争做移风易俗
的倡导者、践行者、推动者，养成勤俭节
约、互相礼让、尊老爱幼的道德风尚。

加强制度建设，保障文明成果。固河

镇制定了一系列文明规范和管理办法，党
员和群众代表广泛参与移风易俗相关制
度规范的制定和宣传，各村制定了乡风文
明建设制度，明确婚丧事宜规定、办事程
序、酒宴标准和奖惩激励办法。崔堂村、
大华村将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等十大
方面德行标准纳入村民信用体系建设，敬
老爱幼、团结邻里等良好行为加分，积分
可以用来兑换实物奖励和社会化服务，形
成正向闭环式激励措施，倒逼村风文明和
村民素质显著提升，通过让善行“量化入
账”，为村庄文明自治提供有效抓手，为崇
德向善、移风易俗提供根本保障。

红白事“瘦身”文明风润心
本报讯（通讯员 刘加明 贾琳琳）“11月，支全村2024年水费

15805 元，支办公费用 1570 元……”12 月 27 日，茌平区乐平铺镇英
布刘村村民们看着村务公开栏中的财务公示信息。

做好村务公开，是保障群众知情权的重要途径，是预防基层
“微腐败”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乐平铺镇加强和规范村务公开工
作，不断创新形式，打造“阳光”村务，全面提升村级事务公开规范
化、制度化建设，全力保障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村里每月都会进行一次村务财务公开，对党费收缴、惠农政策
落实、人居环境整治、村级重大事项、办公经费收支、村集体经济收
支等事项及时公开，确保村级事务与村民面对面，老百姓心里也就
有了一本‘明白账’。”郝东村党支部书记赵承兴说。

党的惠民政策让群众知道，农村管理让群众参与，办事结果向
群众公开。乐平铺镇依托农村三资监督平台、村民微信群、公开栏
等“线上+线下”平台，让村务公开“在阳光下运行”。该镇将村务公
开作为对网格村重要考核内容，不定期对村务公开工作进行督导检
查，对公开不全面、不规范等问题现场反馈、限期整改。同时，通过
设立意见箱、公布监督举报电话等方式收集群众意见建议，答复办
理结果，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做到村务公开“亮家底、晒村情、
暖民心”。

乐平铺镇

“阳光村务”提升治理效能

■ 本 报 记 者 任焕珍
本报通讯员 方家伟 王新

12 月 25 日，记者从东昌府区了解
到，近日，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
深入农业生产一线，为农户提供科学指
导，制定针对性防冻方案，确保蔬菜能够
安全度过寒潮期。

在侯营镇田庄村的蔬菜大棚里，农

技专家们仔细察看蔬菜的生长情况，针
对不同作物的特点，给出了详细的保暖
防寒建议。“气温降低，我们应加强田间
管理，特别是针对即将采收和正在生长
阶段的蔬菜，如菜花、西红柿等，更要采
取相应措施。”东昌府区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高级农艺师姜新说，为避免寒潮造成
损失，农户们应尽早检查棚体设施，在棚
头两侧和容易进风的走道、通风口处加

装塑料薄膜或毛毡，并进行防风、保温、
加固工作。同时，对于近期可以收获的
农作物，应及时组织收获。

在寒潮期间，农户们还需根据作物
的温度要求，在夜间及时关闭风口和棚
门，白天则要及时放风排湿。对于需要
浇水的作物，应严格控制灌水量，适量浇
水有利于提高作物的抗寒性，但应避免
大水漫灌，并在灌水后注意通风排湿。

此外，姜新还建议，对于生长中的农
作物，可以喷施芸苔素内酯+磷酸二氢
钾或氨基酸叶面肥进行叶片防护，以提
高农作物的抗寒性。寒潮过后，农户们
还应加强肥水管理，促进农作物尽快恢
复生长。

通过农技专家的科学指导和农户们
的积极配合，东昌府区正组织蔬菜种植户
有序应对寒潮天气，力保蔬菜供应稳定。

农技专家田间指导支“暖”招

■ 本 报 记 者 吴兆旭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12月27日，在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
龙兴雨养殖专业合作社，一批发往河北
石家庄的罗非鱼正在打包装运。罗非
鱼原名叫非洲鲫鱼，原产地是尼罗河。
一条普通的罗非鱼是怎么从非洲游进
中国，又在并不温暖的北方扎下了根
呢？

在合作社养殖场，记者见到了负责
人王保杰，“罗非鱼是热带鱼，对水温有
很高的要求，水温低于15℃时会停止进
食，生长速度放缓。”近日，聊城的最低温
度已降到零摄氏度以下，而在合作社的
鱼池里，一条条罗非鱼游得畅快，这“南

鱼北养”的密码就是科技赋能。
“为了给罗非鱼营造合适的温度，

我们用地源热泵把水加热，并利用温
室大棚保证鱼池水温，现在外边零下
五摄氏度，我们的罗非鱼照样可以生
长。”王保杰解答了记者的疑惑。

2017年，合作社看准了罗非鱼在北
方的市场潜力，从海南引进种苗，开始进
行养殖培育。为了让罗非鱼更好适应本
地环境，合作社与聊城大学农学院合作
建立了水产品科学研究基地。“经过5个
月的外塘养殖、出鱼、上市等环节检验，
确定选用特定的全熟化全发酵功能配合
饲料进行投喂，鱼爱吃长得快还不易得
病，稳水护底抗应激，养殖成熟的罗非鱼
平均体重能有2斤左右。”王保杰向记者

介绍。
随着冬季水温和种苗适应性难题

的解决，合作社正式开始了规模化养
殖。

进入合作社的一座大棚，14个鱼池
成对排列，鱼池里游着数不清的鱼苗。
记者注意到，每个鱼池有2个流水口，正
源源不断地往池内送水。王保杰说：

“这是我们‘循环水’水质优化模式进水
口，鱼池呈漏斗型，底部设有出水口，杂
质和废料通过出水口一块排出。养殖
废水经过三池两坝（沉淀池—过滤坝—
曝气池—过滤坝—生态净化池）后，再
利用微生物制剂调节水质。水循环让
溶解氧、水温、pH值等影响鱼类生长和
品质的环境因素变得稳定可控，并让鱼

的生长不受外界因素影响。”
适宜的温度和水质，保证了罗非鱼

在北方的冬季也能有较高的质量和稳定
的产量。现在，合作社一年四季都有罗
非鱼上市，16000平方米的养殖场满负荷
生产，源源不断供应省内外市场。在快
速发展的同时，合作社还带动周边30余
户渔农“入股”参与养殖，鱼苗、饲料统
一采购，提供技术指导，帮扶联系销售，
调动了周边群众养殖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现在合作社每年产量在 160 万斤，
主要销往郑州、石家庄、济南等周边城
市，罗非鱼的市场需求还是很大的，希
望能带动更多的养殖户加入，共同致
富。”王保杰表示。

“南鱼北养”的科技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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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东昌府区梁水镇许屯村菜农在管理大棚黄瓜。眼下，虽已进入寒冬，但东昌府区各地的温室大棚里却满目春色，棚内蔬菜陆续开花、结果，菜农们忙着对蔬菜
进行管理，一派忙碌景象。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徐甜丽

本报讯（通讯员 潘海杰）“这段时间感觉身体怎么样？我今
天和咱卫生院的医生再来给你检查一下。”12月27日，在阳谷县李台
镇大寺二村村民王隋臣家，该镇退休干部张守年关心地询问。

连日来，李台镇退休干部和镇卫生院的志愿者分成6个小组，携
带血压计、听诊器等便携医疗器具，为独居、孤寡老人送诊入户，送
去冬日的温暖。

“我一个人住，之前不是闷在家里就是在胡同口坐着，心里空落
落的，后来看见这些年龄和我差不多的老同志来看我、关心我，非常
感动，也想在自己还行动方便的时候加入他们，做点贡献。”王隋臣
对义诊志愿者说。

这样的关爱陪伴活动已经持续了两年，该镇银龄志愿者通过探
访、聊天、陪伴等方式，为孤寡、空巢、失独等老年群体提供精神上的
慰藉和身体上的关怀。利用自己的健康知识和生活经验，为老年人
提供健康饮食、疾病预防等方面的指导，帮助他们保持健康的生活
方式和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

近年来，李台镇退休老干部以“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为平台，
联合卫生院、党建办、妇联、司法所，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银龄行
动”，把退休不褪色演绎在每一个精心组织的活动里，渗透到每一项
服务的细节中，守护弱势群体的身心健康，激发社会的正能量和凝
聚力。

李台镇

“银龄行动”推动老有所为

本报讯（记者 赵琦 通讯员 孙超） 12月26日，莘县十八里铺
镇十八里铺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道德榜样在行动”主题宣
讲活动，聊城市优秀文艺志愿者、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愿者徐秋
菊进行主题宣讲。

徐秋菊出生于曲艺世家，自幼随父母学唱河南坠子，2018年，她
从济南返回家乡莘县，从文艺志愿者做起，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
传承发扬曲艺艺术。2019 年，在莘县县委宣传部、县文联的鼓励
下，牵头成立了县曲艺志愿者服务队，先后在十八里铺镇、徐庄镇、
观城镇、柿子园镇演出 200 多场，观众超万人次。2021 年 10 月 15
日，徐秋菊作为基层文艺志愿者代表登上央视舞台。2024年10月，
徐秋菊文艺志愿服务事迹在中央电视台电视专题片《放歌新时代》
中展示。

谈及五年多的志愿服务演出经历，徐秋菊表示，有时在家里排
练节目，一排就是十几天，自己就自掏腰包让大家吃饭；出门演出
时，近路骑电动车，远路租车，也是自己出费用。“通过文艺的形式传
递党的声音，特别是看到台下一张张特别幸福的笑脸，文艺志愿这
个工作再辛苦，我也觉得值得，这就是文艺繁荣为百姓带来的喜悦
和幸福。”徐秋菊说。

十八里铺镇以此次“道德榜样在行动”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入推
进精神文明建设，弘扬新风正气，传播正能量，引领广大群众学模
范、做榜样，争做公民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
的创造者。

十八里铺镇

主题宣讲弘扬新风正气

本报讯（通讯员 陈朋） 12月27日，笔者从冠县烟庄街道了解
到，该街道立足实际，扎实开展“迎新年展新颜”活动，通过半月集中
清洁行动，对房前屋后、背街深巷、沟渠坑塘、死角死面、村边盲区、
弱电线路、四堆四乱和国省道、县乡道、联村路等干道路域两侧开展
全面清理整治，做到“清杂草、见新土、无杂物、无污水”，取得显著成
效。

烟庄街道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依托村级微信群、村村通
大喇叭等宣传发动群众清理自家房前屋后和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
结合“信用+积分”的方式，对评优群众奖励一定的积分。

通过开展半月集中清洁行动，村居村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烟庄街道将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健全定期巡查监管
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同时，定期组织开展人居环境相关宣传
活动，引导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共同打造美丽宜居的城乡环境，
让村庄颜值“靓”起来，切实增强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烟庄街道

常态化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