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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在冠县
兰沃乡韩路村梨园内，
果农为幼果套袋。

连日来，当地果农
抢抓有利时机，开展果
树管护工作，田间地头
一派繁忙景象。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 本 报 记 者 贾新伟
本报通讯员 薛文倩

近年来，度假区湖西街道通过整合多
方资源、搭建联动平台、延伸矛调触角，构
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多元解纷体
系，努力打造“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
务不缺位”的“和美湖西”品牌。

湖西街道积极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
设，吸纳综治、司法、信访、市民热线等多个
职能部门入驻，全面构建“大综治”立体化社

会治理新格局。
前有受理窗口，后有调解区域。湖西

街道建立了“月旺调解室”，由具有19年村
党支部书记工作经验的刘月旺担任调解室
负责人。调解室发挥熟悉社情民意、善用
群众语言的优势，推动婚姻家庭、邻里纠纷
等民生矛盾就地化解。

湖西街道创新推行“123联勤”警调对
接机制，在警务站设立调解室，充分发挥

“警”的优势、“调”的作用，抓住矛调“黄金
30分钟”。

“对于适宜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经济纠
纷、邻里纠纷等，民警接警后，采用‘1名正
式干警、2名调解员、3名辅警’共同出警的
模式。”调解员付邦忠介绍，如此一来，就实
现了矛盾纠纷“随出随调”。今年3月份以
来，湖西街道运用该模式处理民事纠纷15
件，调解成功率100%。

司法所统筹协调；派出所执法保障；法
律服务所专业支撑……湖西街道建立三方
联动机制，合署办公，联合开展法律服务、普
法宣传、矛盾排查、纠纷化解等活动，实现了

矛盾调解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的跨
越，释放出“1+1+1>3”的聚合效应。针对
农民工欠薪、物业纠纷等群体性矛盾，湖西
街道建立了“调解员+律师”协同调解机
制，2025 年以来，累计出具法律意见书 26
份，有力筑牢了调解工作的法治根基。

如今，湖西街道建有街道调委会1个、
社区调委会14 个，并在傅家坟、端庄等业
态丰富的社区分别成立“静心调解室”“俩
大姐调解室”等品牌工作室，形成了“分级
处置、双向联动”的工作格局。

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
——湖西街道构建多元解纷体系

■ 本 报 记 者 张目伦
本报通讯员 苏瑞玲

“现在我在村里的服装厂做些简单工
作，一个月能挣3000多元。”7月11日，莘县
朝城镇邵庄村村民孙凤兰笑着说。

为激活乡村发展动能，邵庄村党支部
创新探索闲置资源盘活路径：通过村集体
统一收购的方式，集中整合16处共计5亩
闲散宅基地，在完成所有权与资格权集体
化变更后，以每年5 万元的价格出租给企
业，用于“共富工坊”建设。“我们收购了本
村及周边村庄的部分闲置宅基地，改建为
代加工厂房，出租给企业。”该村党支部书

记邵景喜介绍，目前全村已建成12个代加
工点，“主厂区+分散式加工作坊”的生产
格局逐步成型，既让“沉睡”的宅基地资源

“活”了起来，又让闲置劳动力有了“用武之
地”，实现了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的“双提
升”。

邵景喜口中的企业，是山东强亿服饰
有限公司。作为坦博尔、波司登、高梵等知
名品牌的代加工合作方，该公司专注于羽
绒服、防寒棉服、冲锋衣等服装生产，目前
年产防寒服达 100 万套，年销售收入 6000
万元，年利润260万元。依托“主厂区+分
散式加工作坊”模式，企业不仅吸纳了200
余人在厂区稳定务工，更辐射带动 300 名

村民在代加工点就业，员工月平均工资达
4000多元，真正让“在家门口挣钱”从愿景
变成现实。

“以前我和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孩子成
了留守儿童，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如今
在强亿服饰做缝纫工的种秀杰感慨道，“现
在一个月能挣 4000 元，不比外面少，还能
天天陪着孩子，日子踏实多了。”该公司负
责人白和义介绍，企业生产岗位均设计为
简单易操作类型，精准匹配村民就业需求
与能力水平，重点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和
低收入农户。二期科研基地项目投用后可
新增30个就业岗位。

邵庄村的成功实践正不断释放辐射效

应。朝城镇党委副书记孙正威表示，目前
这一模式已带动江庄村2 处预制菜加工、
陈庄村盛盈清真食品有限公司鸡肉调理品
加工等3处“共富工坊”落地，累计吸纳800
余人在家门口就业，助力陈庄、江庄村集体
年收入均增加20万元。

在推动增收的同时，暖心服务也同步
跟进。朝城镇优先为生活困难家庭和残疾
人设立专属岗位，已帮助 20 余人实现就
业；镇党委统筹资源成立党员志愿讲师团，
为女职工开设特色巾帼课程；寒暑假期间
设立的“爱心托管驿站”，更成了职工子女
的温馨港湾。

幸福在家门口生长
——朝城镇“共富工坊”拓宽群众增收路

本报讯（通讯员 郭云鹤）7月13日，笔者从阳谷县狮子楼街道
了解到，该街道以文化为切入点，通过打造文化养老阵地，让越来越
多的老人从传统的“养老”模式中走出，感受充满活力与品质的“享
老”生活。

该街道广泛整合资源，组织成立了顺发社区老年协会，将其打造
为凝聚长者、服务社区的文化纽带。协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发掘并组
织辖区内有专长的老年居民发挥余热，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据统计，协会已累计举办文艺表演与展览120余场，向社区
居民无偿赠送春联逾1000副。此外，协会成员还主动走进辖区内中
小学校园，提供公益书法指导60余次，将传统文化薪火传递给年轻一
代。

顺发社区老年协会的成功实践，不仅有效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更让老年人在服务奉献中重获价值感。参与活动的老
年人纷纷表示，协会平台不仅充盈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还增强了他们
的社会归属感与晚年幸福感。

狮子楼街道

文化养老点亮银龄生活

本报讯（记者 陈彩红 通讯员 于保玲）“本以为得专门跑趟大
厅，没想到你们直接上门来帮我，真是太感谢了！”近日，冠县兰沃乡
村民赵女士紧紧握着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
表。这暖心的一幕，正是兰沃乡便民服务中心践行“为民服务零距
离”理念的生动缩影。

原来，赵女士因不熟悉手机操作，无法线上缴纳养老保险，又抽
不出时间去服务大厅。接到求助电话后，工作人员立刻骑车赶往赵
女士家。恰逢赵女士从田间归来，工作人员便在院门外搭起“临时服
务点”，手把手指导她登录山东税务社保费缴纳平台，用通俗的语言
讲解操作步骤，帮助其逐项填写个人信息。短短几分钟，赵女士就顺
利完成了缴费。

近年来，兰沃乡便民服务中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创新推出“延
时服务”“上门服务”等举措，针对老年人、出行不便群体精准施策，让
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用贴心服务打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兰沃乡

上门服务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 贾立华 通讯员 李天宇） 7 月 13 日，记者从茌
平区杜郎口镇获悉，该镇多措并举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保
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未雨绸缪，筑牢防线。该镇不断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压实防汛
工作责任，将防汛减灾任务落实到岗、到人，确保工作无死角、责任
全覆盖。同时，该镇强化对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完成了对各村老
旧房屋、低洼路段的摸排，提前对重点排水渠进行了清理疏浚。

练在平时，时刻备战。该镇成立了 6 支防汛抗灾志愿队，一方
面，负责做好防汛抗旱业务专题培训，着力强化基层人员的专业素
养。另一方面，组织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做好队伍响应、物资
调运、应急救援等关键环节的检验，确保流程顺畅、协作高效。

多维宣传，广泛动员。该镇利用微信群、乡村广播、流动宣传车
实时发布预警及防汛知识，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群体开展“敲
门入户”行动，面对面普及避险技能。推动防汛宣传进村庄、进校
园、进家庭，覆盖群众2000余人次。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
导带班制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确保发现险情立即上报、快速反
应。

杜郎口镇

织密汛期“防护网”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张凯）7月13日，走进东阿县大
桥镇毕庄村，平坦宽阔的柏油马路穿村而过，白墙黛瓦的庭院里繁花
似锦，设施完备的村民活动中心内欢声笑语不断。

近年来，大桥镇紧扣“产业兴旺”这一核心，立足资源禀赋，推进
“沿黄九品、品品连乡”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形成以生态果园为核
心，串联黄河生态景观带、传统农耕文化体验区、民俗风情街区的农
文旅产业链。这一模式带动全镇2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人
均年增收超2万元。

大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亚东表示，大桥镇将通过环境整治塑
形、文化传承铸魂、产业振兴强基等举措，推动乡村从“一时美”到“持
久美”，实现由“环境美”向“生活甜”的跨越，奋力书写生态宜居、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篇章。

大桥镇

擦亮和美乡村幸福底色

■ 本 报 记 者 邹辉
本报通讯员 郭洪广

老人们轻盈的舞步与悠扬的歌声交
织，展现着生命的活力与激情；孩子们的诵
读声，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入情入境，诠释
了中华经典美文的魅力……7月13日，走
进高唐县固河镇新建的文化书院，目之所
及皆是文化与生活交融的画卷。

文化筑基，服务惠民。今年以来，固河
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创新推出“三维
融合”建设模式，通过资源整合破题、阵地
升级赋能、服务创新提质，将文化书院打造
成集传统传承、文明实践、民生服务于一体
的综合性阵地，构建起覆盖全群体、贯穿全
周期的文化服务网络，为基层社会治理现
代化提供了可复制的“固河方案”。

资源融合
厚植亲邻文化沃土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
海树，赤日对苍穹……”7月10日上午，来
自各村庄的30余名小学生，聚集在大华村
齐声诵读中华经典韵文《笠翁对韵》。这是
该镇开展的“经典韵乡土·文化助振兴”中
华经典诵读活动的场景，饱含激情的诵读

诠释了中华经典字词的魅力，整个诵读活
动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氛围。

固河镇紧扣“汉文化传承与创新”核心
定位，依托汉代华歆墓遗址与大华村“县级
自然村落”生态禀赋，精心打造了集文化展
示、沉浸体验、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文化书
院。汉文化体验馆陈列各朝代汉服，设投
壶、蹴鞠等汉文化游戏体验区；村史馆以犁
铧、纺车等农耕器具实物，华歆“割席断交”
等典故传承乡土记忆；科普馆则陈设物理
力学模型、天文星象投影等展品，搭配600
余册科普图书与互动体验设备，供青少年
探索科学奥秘，感受古今科技的传承与创
新。三大场馆相互联动，年接待研学团体
超千余人次，成为弘扬传统文化、传播科学
知识的活力阵地。

目前，固河镇依托文化书院建立了“群
众点单—书院派单—志愿者接单”的闭环
服务机制，组建文化志愿服务队，根据群众
需求定制汉文化市集、非遗手作工坊等10
余项活动，以实实在在的文化“福利”，推动
基层群众共建共享优质文化资源。

阵地融合
构筑书院服务集群

7月9日，在固河社区文化书院“共享

舞蹈室”，社区居民正跟着文明实践志愿者
学习舞蹈。“以前送完孩子后，在家感觉很
无聊，现在没事就到社区文化书院看看电
影、读读书、跟着老师练习广场舞，生活丰
富多彩。”社区居民左光珍说。

为满足居民的多元文化需求，在文化
书院建设上，固河镇聚焦文化生活化、生
活文化化，构建“1+18”全域服务网络，以
社区文化书院为核心，辐射18个行政村，
形成“15分钟文化服务圈”。目前，固河社
区文化书院的农家书屋配备 5000 余册图
书，宣讲室、国学课堂、非遗展厅、排练厅
等功能室一应俱全，年服务群众千余人
次。

此外，文化书院依托“固河非遗工坊”
特色品牌，定期组织非遗活动，展示本地
的虎头鞋、剪纸等非遗作品，推出古法造
纸、团扇、漆扇、云肩等非遗手工制作全流
程体验，吸引居民及青少年参与，形成了
有温度、有活力、聚人气的磁场效应。

服务融合
按需配送全龄共享

“大爷，您这血压有点高，平时饮食得
少盐少油，夏天尤其要防暑降温，作息要有
规律。”7月5日，固河镇举办“赶黄河大集·

品汉风文创古韵之美”活动。活动中，医疗
机构专家免费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针对
健康问题提供专业指导，并现场展示推拿、
刮痧等中医技法，巧妙将传统养生智慧融
入健康科普。

固河镇以文化聚心、服务暖心为理念，
依托文化书院，将“精准滴灌”与“按需配
送”相结合，为群众提供各种文化生活服
务。其中，针对幼童推出“汉文化启蒙”亲
子课程，播撒文化认知种子；为青少年定制

“文化+实验”成长套餐，推出“汉文化进校
园”“红色研学营”等活动；围绕老年群体需
求，构建“文化+健康”服务体系，开设养生
课堂，举办银龄读书会。目前，固河镇文化
书院已初步构建起覆盖“老中青幼”的全龄
文化服务体系，用文化纽带串联起社区居
民的笑脸。

当前，妇女在就业创业方面仍然面临
诸多困难和挑战。为满足妇女群众日益增
长的多样化就业需求，固河镇坚持“以技务
工、以技增收”原则，依托文化书院定期举
办草编、刺绣等多渠道、多门类、多层次的
居家就业技能培训，努力提高广大妇女就
业技能和致富本领，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
巾帼力量。

书香浓处是吾乡
——固河镇“三维融合”建设特色文化书院

7月11日，东阿县陈集镇李庙村葡萄种植户在采摘葡萄。近年
来，陈集镇锚定现代特色农业发展方向，以葡萄产业为引擎，不断扩
大种植规模，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 本报记者 任焕珍 本报通讯员 张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