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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钟伟 通讯员 刘静
静）“剪完头发整个人都精神了！”6月28

日，72 岁的豆书华在刚开业的“幸福理发

店”理完发后满意地说。这是开发区北

城街道和谐新村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探

索基层治理新路径的最新成果。和谐新

村创新推出“空间换服务”“场地换资源”

运营模式，整合多方资源、盘活闲置空

间，打造了这间免费为 70 岁以上老人理

发的“幸福理发店”，让新村发展的脉搏

与百姓的幸福感同频共振。

秉持惠民宗旨，和谐新村将盘活闲置

资源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长效机制。

经新村党总支商议，村广场西侧一处 50

平方米的闲置门面房被改造为标准理发

室，配备了理发椅、消毒设备等专业设施，

并明确了服务项目、时间及收费标准。“周

边理发店单次理发均价10元，而‘幸福理

发店’对辖区 70 岁以上老人免费。”新村

党总支书记王振介绍。

和谐新村创新采用“合伙人”机制，与

小区美发从业者达成合作，签订《“和谐万

家”公益服务协议》。新村免收场地租金，

商户则承诺为辖区7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

理发，形成了“专业技能+新村资源”的良

性循环。“此次合作不仅是简单的场地租

赁，还构建了‘党建搭台、机构唱戏、群众受

益’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王振表示，“我们

将持续优化运行模式，吸引更多合伙人加

入，为创建和谐宜居新村不懈努力。”

作为“空间换服务”的首个落地项目，

“幸福理发店”的运营模式为基层治理提供

了新思路：一方面，通过“空间置换”破解了

新村服务资源不足的困境，将闲置资产转

化为民生福祉；另一方面，采用“低偿服

务+志愿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既满足了群

众刚性需求，又激发了社会力量参与新村

建设的积极性。目前，和谐新村已同步启

动“空间资源清单”梳理工作，合理规划空

间资源，致力于形成“一空间一特色”的服

务矩阵。

闲置门房变身“幸福发廊”，北城街道和谐新村——

“闲空间”换来好资源

闲置门房变身“幸福发廊”，看似

简单的空间改造，实则是基层治理智

慧的生动写照。和谐新村以“空间换

服务”“场地换资源”运营模式，将无人

问津的闲置资源转化为惠及民生的暖

心服务，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理发难题，

更打通了基层治理的“任督二脉”。

这一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

了多方共赢的良性生态。新村通过盘

活闲置资产，零成本拓展了公共服务

供给；商户以服务换场地，获得了稳定

经营空间与品牌宣传；老年群体免费

享受专业理发服务，获得感与幸福感

显著提升。这种“党建搭台、资源整

合、群众受益”的协作机制，缓解了基

层治理中资源短缺与服务需求间的矛

盾，为破解城乡治理难题提供了可复

制的“解题思路”。

更值得关注的是，“幸福理发店”

的成功落地，犹如一颗火种，点燃了社

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当低偿

服务与志愿服务有机结合，当商户的

商业需求与社区公益目标达成一致，

基层治理便从“政府独奏”转向“多元

合唱”。期待和谐新村继续深耕“一空

间一特色”的服务矩阵，让更多闲置空

间焕发新活力，让基层治理既有“解题

智慧”，更显“民生温度”。

一次基层治理的温暖实践

■ 本报记者 赵艳君

6月27日，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处
在泰和新村举办庆“七一”文艺演出，20多
个节目轮番上演，点燃乡村热情。

演出在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中拉开序幕，激昂的旋律瞬间点
燃现场氛围。锣鼓《精忠报国》以铿锵鼓
点敲出热血豪情，腰鼓《张灯结彩》、舞蹈

《花开中国》用灵动舞姿展现乡村活力；
小品《借簪子》以幽默剧情逗得观众捧腹

大笑；豫剧《绣红旗》、京剧《智斗》等戏曲
选段，则让传统艺术在乡村舞台焕发新
生。

随着《祝福祖国》《绿色军衣》《亲吻
祖国》等经典红歌接连响起，演出进入高
潮。演员们用质朴而铿锵的歌声，串联
起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台下观
众纷纷跟唱，挥舞的红旗与笑脸交织成
红色的海洋。

演出中，表演者用最真挚的情感，唱
出对党的感恩之情与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蒋官屯街道东部管区工作人员赵赫表
示，这场演出是村民对党感情的集中表达，

“舞台上的每个节目都浸透着村民对党的
热爱。演出不仅增进了邻里情谊，更激发
了大家建设家乡的热情。日子越过越有盼
头，这就是给党最好的礼物。以后，我们会
把更多接地气的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

这场由村民自编自演的演出，不仅是
献给党的生日贺礼，更奏响了乡村振兴的
奋进序曲。

“曾经村里是泥泞路、破旧房，现在

水泥路通到家门口，新房整齐亮堂，乡亲
们的钱袋子也鼓了！”泰和新村党委书记
王长旺在演出间隙感慨道，近年来，村子
依托党的惠民政策，不仅实现基础设施

“焕新”，更通过引进特色种植技术、发展
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让村民生活从

“物质富裕”迈向“精神富足”。如今，村
里常态化开展教育、医疗惠民服务与文
化活动，明亮的教室、家门口的医疗站、
热闹的文化广场，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
注脚。

同心颂党恩 讴歌新时代

6月30日，东昌府区梁水镇镇源远家庭种植农场内，果农在采摘
成熟的黄油桃。该农场致力于生产健康营养的绿色有机产品，种植
了油桃、水蜜桃、蟠桃等近20个品种，鲜桃面积达130亩。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讯（记者 刘敏） 6月30日，记者从东昌府区斗虎屯镇获
悉，该镇党委立足“一村一品”产业布局，建立“党建+电商”发展机
制，将电商培训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

在课程设计上，该镇围绕斗虎屯千层豆腐、堠堌熏鸡、银丝挂面、
绿豆粉皮、葫芦雕刻、果园采摘等特色产业链，开设“党员带货专场”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带货专场”等特色模块。同时，邀请本地致富带
头人手把手传授网店运营经验，构建“党员直播带货、集体经济受益、
群众共享红利”的闭环模式。

斗虎屯镇将积极推动“乡村振兴合伙人”计划，通过“党委领办联
合社+企业+村民”模式，整合集体资金并引入电商企业，形成协作链
条。该模式不仅能使村集体年均增收22万元以上，还可借助电商平
台拓宽农副产品及非遗产品销路，预计2025年带动销售额突破500
万元。

斗虎屯镇

电商培训赋能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董金鑫 通讯员 李冉）“大娘，今天的午餐是馒
头配炒青菜，您尝尝合不合口味？”6月29日中午，高新区顾官屯镇西
程铺村“供销大食堂”内，志愿者李娟将热气腾腾的餐食递到72岁的
王贵平手中。

今年，顾官屯供销社聚焦农村老人“做饭难、就餐愁”问题，在西
程铺村、兴隆村同步开设“供销大食堂”，以“政府引导、供销主导、社
会参与”模式，构建“平价餐饮+适老化服务”体系。

“自己在家吃饭总是糊弄，不是啃馒头就是下面条。”兴隆村村民
周桂清老人感慨道，“食堂不仅饭热、菜香，还能跟大家唠嗑，俺们都
愿意来。”食堂管理员张爱霞介绍，除堂食外，食堂还为行动不便的老
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供销大食堂’既方便又健康，我们对老年人、困难家庭等特殊
群体，给予一定的优惠补贴，由供销社专项经费承担，确保‘惠民不亏
民’。”顾官屯供销社主任赵梅说。

顾官屯镇

惠民餐桌托起“银发幸福”

本报讯（记者 刘敏） 6月30日，记者从东昌府区韩集镇获悉，
该镇以“留住人、富好民”为目标，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打造
乡村振兴人才“强磁场”。

产业发展是留住人才、带动就业的关键。韩集镇聚焦向内“挖
潜”，申创“特早熟”黄花菜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新鹏鸿”面粉厂二
期、菁盛智慧农业粮食中心等项目目前正在施工，投产后预计可提供
600余个就业岗位；徐氏重工投资2.5亿元新建的年产1000套智能液
压控制装备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预计年产值达1.6亿元，实现
年税收1000万元，可带动近百人就业。

为吸引更多在外人才返乡创业，韩集镇积极创优宜业环境，确保
农民工“引得回、能致富、留得住”。凭借自身自然资源、文化及区位
优势，大力发展粮果种植、畜牧养殖、文化旅游、餐饮住宿等相关产
业，盘活沉睡资源，创造丰富就业岗位。此外，该镇还全力整合行政
服务资源，为回乡创业人才提供行政审批、土地使用等高效细致服
务，让返乡创业者无后顾之忧。

韩集镇

内外兼修打造人才“高地”

本报讯（通讯员 陈雪媛） 为深化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引
导广大群众摒弃陈规陋习，近日，高唐县民政局联合人和街道金兴社
区开展“深化殡葬改革，倡树丧葬新风”主题宣传活动。

“操办丧事应当遵守哪些规定？办丧事不应超过几天？……”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通过趣味问答、发放宣传单、拉家常等方式，结
合身边事例，耐心详细地向群众讲解殡葬惠民、生态节地安葬等相
关政策，宣传厚养薄葬、节俭治丧、文明祭祀等相关知识，引导群众
争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以前总觉得办丧事就是要隆重，现在听了讲解才明白，真正的
孝顺是在老人健在时多陪伴。”居民王大爷感慨地说。生动有趣的互
动模式充分调动了现场群众的参与热情，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大
家纷纷表示，通过宣讲活动，对文明殡葬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将争做
新风尚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殡葬政策明白纸》4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50余人次，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下一步，高
唐县民政局将不断探索合民意、能落地、可复制的“殡葬改革”新模
式，引导群众破除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科学的殡葬新风尚，让

“惠民、绿色、文明、和谐”的殡葬理念深入人心。

人和街道

深化殡葬改革 共树文明新风

编 后

6月25日，在阳谷县定水镇石海村红薯种植基地内，村民抢抓农时移栽红薯苗。近年来，定水镇采
取“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发展红薯产业，种植规模逐年扩大。未来，该镇将引入深加工企业，开发红
薯干、淀粉等产品，延伸产业链条，让红薯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 本报记者 刘晓伟 本报通讯员 陈楠

■ 本 报 记 者 吕晓磊
本报通讯员 朱红光

6月28日，清晨的阳光洒在临清市新
华路街道西胡村碧波荡漾的坑塘上，成群
锦鲤在荷叶间嬉戏。“这个坑塘原先是一
个脏乱不堪的地方，现在引入了黄河水，
养上了鱼，种上了荷花，成了村民们休闲
观光的好去处。”西胡村党支部书记丁爱
刚说。

2021 年刚上任时，面对基础设施薄
弱、经济发展滞后的西胡村，丁爱刚就决心
要改变村庄面貌。经过多次外出考察，他
把目光投向了村里闲置多年的坑塘。“以前
村里有几十亩坑塘，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
比较危险。”丁爱刚说。但发展坑塘经济的
想法刚提出，就遭到村民们的质疑。“这荒

废多年的坑塘能搞出啥名堂？”“投钱进去
打水漂怎么办？”面对村民们的质疑，丁爱
刚没有丝毫气馁：“换成我，一时半会儿也
难以接受，关键得用行动打消大家的顾
虑。”此后，他白天穿梭在各家各户，耐心讲
解发展规划；夜幕降临，又在村头组织“恳
谈会”，倾听村民心声，与大伙共商发展良
策。

2022 年，西胡村在新华路街道的统
筹部署下，投入 139.5 万元资金，对 22 亩
旧坑塘实施全面改造提升，打造了集农
业休闲与水产养殖于一体的综合项目。
该项目不仅彻底解决了旧坑塘的环境治
理难题，还引入草鱼、花鲢、鲤鱼等市场
热销鱼种，通过“垂钓+餐饮”的休闲模
式，构建起旅游、观光、餐饮融合发展的
新兴经济业态。

“今年初投放的鱼苗长势喜人，预计中
秋节前后可捕捞成鱼6万斤，利润约8.2万
元。”丁爱刚介绍，通过治理垃圾坑塘，西胡
村实现了生态效益、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
的三方共赢。

随着坑塘环境的改善和配套项目的
完善，西胡村吸引了大量游客，特别是来
自周边城市的游客前来体验乡村旅游。
现在，该村正在积极动员坑塘周边农户改
建房屋，发展农家乐、茶室、棋牌室和手工
艺品商店等休闲项目。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眼下，西胡
村正全力推进“两河之约·乡村振兴示范
片区”主题展馆建设。400 平方米的展馆
通过模型实物、美食体验等多元形式，立
体呈现乡村振兴成果；秧歌队、舞狮队等
文艺队伍活跃起来，各类文化活动精彩纷

呈；“美德信用积分超市”将人居环境整
治、志愿服务等事项与积分挂钩，让“信
用+”深度融入村民日常生活，持续涵养
文明村风民风。

“环境美了，日子更有奔头了！”不
少村民感慨道。随着村里“颜值”与“气
质”的双提升，如今的西胡村农副产品
资源富足，葡萄、樱桃及各类蔬菜产量
颇丰，胡里庄月饼等特色产品更是声名
远扬。2023 年，西胡村斩获省级“和美
乡村”称号，村红白理事会入选山东省
第二批百佳红白理事会典型案例，山东
省坑塘渔业助力乡村振兴现场会也在
该村举办。

“只要党员干部敢想敢干，团结带领
群众，就一定能走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
道。”丁爱刚坚定地说。

坑塘焕新颜 乡村展新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