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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晨

“去年，在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
我 们 村 的 集 体 收 入 首 次 突 破 百万元
大关……”日前，东昌府区韩集镇石海子
村党支部书记朱坚，分享了他将一个葡
萄种植传统村打造成“富美乡村”的奋斗
历程。其核心密码，在于坚持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用“三笔账”凝聚人心、激活内
生动力。

石海子村有着较长的葡萄种植历
史，但一直存在种植散、品牌弱、销路
少、效益差的问题。朱坚上任村党支部
书记后，经过大量走访调研、外出学习，
决定打破传统思路，以规范化铸就品
牌、以规模化提升效益，成立由党支部

领办的百优果蔬专业合作社。合作社
由村集体统一管理，聘请经验丰富的种
植户负责运营，并推广先进经验。通过
高收入户带动低收入户、优质产品引领
普通产品，实现从种植到销售的全程统
一管理，促进资源与技术共享，达成抱
团发展，有效提升规避市场风险的能
力。

合作社成立之初，朱坚遇到了很多
阻力。部分村民持观望态度，尤其是一
些种植效益较好的种植户担心利益受
损，合作社成员一度不足10户。面对群
众的不理解、不信任，朱坚挨家挨户做工
作，并给大家算好“三笔账”——以统购
统销降低成本的“经济账”、通过品牌运
营提升附加值的“发展账”、实现抱团取

暖抵御市场风险的“长远账”。经过持续
的政策宣讲和恳谈协商，朱坚用翔实的
数据分析和可操作的收益方案赢得了群
众信任，其中几户种植大户还主动认领
了技术指导岗位，实现了从“要我入社”
到“我要入社”的转变。

当年，全村葡萄种植效益便实现了
25%的提升。初战告捷给了朱坚更大的
信心和动力。他带领合作社乘势而上，
又流转了85亩土地，规划建设21座高标
准精品果园大棚。蓝图虽好，高昂的建
设成本却成了新的挑战。面对困难，合
作社内部“能工巧匠”齐上阵：几名高级
焊工带领焊工班齐心协力，吃住在工地，
昼夜奋战两个多月，硬是靠自己的双手
将建设成本缩减了近40%，上演了一场自

力更生的“大棚攻坚战”。这场攻坚，生
动诠释了合作社“抱团取暖”的凝聚力。

正是这种凝聚力和拼搏精神，支撑
着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如今，通过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合作
社经营收入 3 年内突破 1200 万元，核心
产品阳光玫瑰葡萄单品年销 400 万元，
带动社员户均增收 2.8 万元、村集体增
收 12.6 万元，累计为 213 户村民发放公
益果蔬 5.8 吨。目前，合作社已成为带
动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重要支
撑。

“我们将进一步巩固、扩大合作社的
发展优势，带领村民实现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面对未来，朱坚
信心满满。

朱坚：算好“三笔账”拓宽共富路

■ 本 报 记 者 尹腾淑
本报通讯员 王莹 郝彤彤

7月10日，走进临清市戴湾镇水城屯
联合村的菌菇温室大棚，阵阵菌菇香味
扑面而来。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菌棒
上，一簇簇菌菇如小伞般簇拥在一起，长
势喜人。

村民马树兰和她的工友们正穿梭
于整齐排列的菌垄之间采摘菌菇，她们
忙碌的身影与丰收的喜悦交织在一起，
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现
在，村里有了蘑菇种植基地，我们在家

门口就能挣到钱。你看我，干了三四年
了，一年收入三四万元，离家挺近，还能
照顾家里，多好啊。”马树兰乐呵呵地
说。

让马树兰乐开怀的正是水城屯联合
村打造的鲜菇种植基地。为了带动村
民共同致富，水城屯联合村“两委”转思
路、想办法，多方筹措资金，推广“菌、
光、渔、粮、乐”五位一体的蘑菇产业发
展模式，从菌包生产到蘑菇种植、采摘、
销售实现全链条覆盖，真正实现了“棚
上光伏、棚下蘑菇”的双丰收，不仅给村
集体带来了可观的收益，还带动了村民

就业。
近年来，戴湾镇聚焦食用菌产业，

以水城屯联合村为中心，实施平菇种
植产业发展“三步走”战略：建大棚，探
索蘑菇种植；延链条，完善菌种培育、
储存、初加工等环节；立模式，探索村
企联建等强村富民模式。截至目前，
该镇已建成占地 45 亩、集育种、种植、
采摘、分拣、仓储于一体的菌菇种植基
地。

“我们培育的菌菇朵形大、肉质好，
天然无污染，一上市就深受广大消费者
青睐，现在已销往周边城市各大商超。”

水城屯联合村党委书记甄德奎介绍，为
做大做强菌菇产业，水城屯联合村准备
让村民在自家院里搞蘑菇种植，村集体
负责技术、管理、销售，村民负责日常管
理采摘。这样既可以增加村集体的收
入，又可以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共享发展
红利。

党建抓得实，产业发展旺。下一
步，戴湾镇党委将进一步聚拢政策资
金、整合资源要素，蹚出一条“一村探
路、多村合作、抱团发展”的村企联建新
路径。

小菌菇撑起“致富伞”

本报讯（记者 刘敏 通讯员 杨来发 任保航）“真是太方便了！没想
到这么快就能拿到符合要求的平面布局图。”7月7日，在东昌府区古楼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准备开设小吃店的吕先生看着刚出炉的店铺平面布局
图，脸上满是欣喜。这张规范清晰的图纸，出自便民服务中心新上线的“AI
制图”系统。

平面布局图是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等事项的必备材料，涉及功能分区
划分、设备摆放规范、消防通道设置等专业要求，曾是群众办事的“堵点”
与“痛点”——过去，申请人需自行委托他人设计或手工绘制，若不符合审
批标准还得反复修改，不仅耗时费力，还可能因多次修改延误开业时间。
如今，古楼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借助“AI制图”系统，精准破解了这一难题。

据了解，自“AI制图”服务投入使用以来，古楼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已为
130余家商户提供了便捷制图服务，不仅大幅缩短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办
理时间，更让群众办事效率和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古楼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将持续强化数字赋能，把“AI制图”服务拓展至餐饮卫生布局、小型场所
消防规划等更多审批事项，进一步破解传统办事模式中的“痛点”“难点”，
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群众，以政务服务的提质增效为优化营商环境注入强
劲动力。

古楼街道

AI制图破解群众办事难题

本报讯（记者 李政哲） 7 月 11 日，记者从东昌府区斗虎屯镇获悉，
今年，该镇创新实施“四维工作法”，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显著成
效。

三级联动织密责任网。斗虎屯镇成立由党委书记任组长的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三级包联”责任体系：班子成员包片、机关干部包村、村干
部包户。全镇6个片区62个村划分为若干网格，选配党员骨干担任网格
长，村民代表任胡同长，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网络。

党群共建激发新活力。该镇通过悬挂标语、发放倡议书、“线上+线下”
宣传等方式，营造浓厚氛围。各村开展美丽乡村共建行动，组建党员志愿
服务队带动群众参与。实施“责任区”认领制度，引导群众从“旁观者”转变
为“建设者”。

闭环管理确保见实效。该镇建立“日常巡查+随机抽查+定期考评”立
体监督体系。镇领导小组每周组织自查，每月开展验收和不定期暗访，对
发现问题实行“发现—交办—整改—复核”闭环管理。同时开通举报热线
和微信反馈渠道，将群众监督纳入村居考核，形成全民监督态势。

长效机制巩固新成果。该镇将整治要求写入村规民约，推行“党员+网
格员+志愿者”协同机制。创新运用信义积分制度，对积极参与村民给予加
分奖励。严格执行季度考核制度，对先进村居给予资金奖励，对后进村居
实施约谈整改，确保整治成果长效保持。

斗虎屯镇

“四维工作法”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本报讯（记者 贾立华 通讯员 李天宇 杨冬雪） 为提升群众防溺水
急救能力，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7月7日，茌平区杜郎口镇组织开展“暑期
防溺水 安全不放假”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该镇组织志愿者和水域管理员组成多支宣传队，走上街头、
走进集市、深入村庄，向群众发放防溺水急救知识宣传单，并结合近期典
型案例普及“不到野外危险水域游泳”“结伴游泳需有成人陪同”等安全
常识，反复提醒家长务必加强对孩子的暑期看管，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
根弦。

此次活动通过“知识普及+实操演练”的形式，让群众掌握了防溺水
安全知识和急救技能，有效提升了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
力。

杜郎口镇

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晓伟 通讯员 胡闪珊）7月8日，在开发区蒋官屯街
道四合村新农业示范园内，200余亩香菜长势正旺，嫩绿的幼苗已长至10
厘米左右。

示范园负责人武恩胜介绍，这批香菜将于7月底上市，香菜收获后将
种植洋葱。示范园通过“一茬接一茬”的高效种植模式，充分挖掘土地潜
力，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和附加值。

近年来，蒋官屯街道聚焦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积极引导农民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模式，推广“农作物+经济作物”接茬
种植技术。这种科学的种植模式，一方面通过合理安排茬口，让土地在不
同季节都能得到充分利用，从根本上避免了土地闲置浪费；另一方面，借助
经济作物的高附加值特性，为农民开辟了更广阔的增收空间。

蒋官屯街道

示范园奏响增收曲

当前正值玉米苗期管理的关键时期。连日来，东阿县组织60余名农技
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精准护航农作物苗期生长。图为农技
专家在高集镇大贝村田间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工作。

■ 本报记者 任焕珍 本报通讯员 张凯

■ 本 报 记 者 吕晓磊
本报通讯员 朱红光

理发台前的温情互动、志愿者的细
致服务、消防演练中的紧张有序、养宠居
民的自觉自律……在临清市新华路街
道，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在烟火气中悄
然汇聚成一幅幅以文明为底色的幸福画
卷。

这画卷的背后，是社区居民的共同
努力。无论是志愿者们无私的付出，还
是普通市民对社区规范的自觉遵守，都
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文明实践的汪洋大
海。

指尖流淌的民生暖流

7 月 10 日，华润社区活动室的长椅
旁，老人们手持活动券有序排队。志愿
者马丽娟手持剪刀，熟练地为82岁的李
福顺修剪头发：“李叔，剪了头发您的小
辫儿可就没有了！”李福顺笑得合不拢
嘴：“我那重孙子就爱揪我这小辫儿！”

剪刀开合间，银白的发丝簌簌落下，老
人梳理着整齐的头发，露出满意的笑
容。

在隔壁的耳检摊位前，65 岁的王建
国正接受志愿者的细致检查。检查结
束后，志愿者又递上一本耳部保健手
册。王建国翻看着手册感慨道：“这些
服务看着不起眼，却是我们老年人最需
要的！”

据了解，今年以来，新华路街道已开
展此类便民服务活动 23 场，服务群众
1800余人次。“社区工作就像理发，得精
准剪在群众需求的点子上。”新华路街道
办事处主任姚强的话，道出了基层服务
的真谛——于细微处见初心，用精准服
务暖民心，让文明实践的成果真正惠及
每一位居民。

文明养宠的社区共识

在古楼社区活动广场的宠物粪便箱
旁，市民赵龙牵着自家的金毛犬，用拾便
袋拾起狗粪后扔进专用垃圾桶。“以前总

觉得牵绳、捡粪便这些事麻烦，直到亲眼
看见邻居家孩子被没牵绳的狗吓哭，才
明白这根牵引绳牵的不仅是宠物，更是
一份责任。”赵龙的话道出了许多养宠居
民认识的转变。

“以前居民聊天时，总有人抱怨小区
里宠物粪便多、遛狗不牵绳，现在这样的
吐槽越来越少了。”社区网格员刘敏介
绍，如今，在新华路街道，文明养宠正逐
渐成为街头巷尾的新风尚。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全街道推广
‘宠物文明积分制’，养宠居民只要遵守
文明规范就能积累积分，积分可以兑换
宠物体检券、社区理发券等实用福利。”
姚强表示，街道将用实实在在的实惠激
励更多人主动践行文明养宠理念，让他
们的自觉能被看见、被鼓励，让和谐之风
吹遍社区的每个角落。

“零距离”的安全守护

“砰！”在元仓社区的活动广场上，
一声闷响骤然划破平静，模拟火场的

浓烟瞬间喷涌而出。“大家快捂住口
鼻！弯腰低姿！”志愿者的呼喊声随即
响起，居民们立刻用湿毛巾紧紧捂住
口鼻，猫着腰快速向安全区域撤离。
另一边，志愿者王力正手把手教市民
操作灭火器。

“去年消防演练时，能正确使用灭火
器的居民还不到三成，现在实操考核合
格率已经达到82%了。”社区党委书记韩
兴旺翻着演练登记表欣慰地说。居民郑
强举着手走上前说：“王老师，下次演练
能加些电动车防火的内容不？我邻居因
为飞线充电，电动车都烧没了，太吓人
了！”王力立刻掏出笔记本认真记下：“您
说得太对了，这正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
补充的内容。”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也是文明实践的‘最初一公里’。”新华路
街道党工委书记朱亮表示，街道将继续
聚焦群众需求，把消防演练、安全科普等
文明实践活动办在实处，让“小活动”传
递“大文明”。

从“点滴”到“汪洋”
——新华路街道全民参与绘就社区文明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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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茌平区振兴
街道大崔网格村民在收获
大葱。

近年来，大崔网格将大
葱种植作为促进农民增收
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扶
持、技术指导和品牌打造，
持续扩大产业规模。

■ 本 报 记 者 任焕珍
本报通讯员 牛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