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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村民采摘红花。 通讯员供图

肥城市积极培育“微业”项目

5300余名社区群众“家门口”就业
□特约记者 纪宗玉 通讯员 董效晏 周强

“来新订单了，能到岗的宝妈直接
来零工驿站。”每天一早，随着辖区内
学校上课铃声响起，几十名送完孩子
的宝妈不约而同地奔赴肥城市仪阳街
道仪阳社区“仪家亲”零工驿站。

今年以来，肥城市深入实施“社区
微业”三年行动计划，健全社区就业促
进体系，打造“微阵地、微服务、微项
目、微培训”的服务新格局，促进群众

“家门口”就业创业。如今，自由灵活
的“零工岗”已成为仪阳社区宝妈们争
抢的“潮流岗”。

手串、项链、戒指……在“仪家亲”
零工驿站，各种制作完成的工艺品琳
琅满目，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展示柜
中。据统计，截至目前，零工驿站可以
制作的产品种类超过100种，产品远

销日本、欧洲。“订单多得根本忙不过
来。”“仪家亲”零工驿站负责人段宁宁
边在微信上通知宝妈，边忙着将新订
单的配件按数量分配好。

实现“家门口”就业创业并不容
易。借助“社区微业”行动计划，在仪
阳街道相关政策的扶持下，“仪家亲”
零工驿站成立了。截至目前，该零工
驿站成员已超400人，其中全职宝妈、
下岗宝妈等“宝妈群体”占比达八成。

“我做全职宝妈10年了，一直是
自己带孩子，我也想找份工作，但大多
数工作很难兼顾孩子。”39岁的二胎
宝妈李冬梅说，今年3月，她加入了

“仪家亲”零工驿站，“知道开办了零工
驿站后，我立马报名加入，在这里工作
时间相对自由，也较为轻松，既能帮忙

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又不耽误照顾
孩子。”

在“仪家亲”零工驿站，不止有年
轻宝妈，69岁的仪阳社区居民姜培兰
也是零工驿站的“常客”。“没事的时候
我就来这里贴牌、装袋，复杂的手工干
不了，就做一些简单的，一天工作三四
个小时，菜钱就赚出来了。”姜培兰高
兴地说。

除“仪家亲”零工驿站外，新城街
道龙山社区党委通过创办“红色物
业”，吸纳130多名群众就业；贵和社
区创办京东快递驿站，已吸纳17名群
众成为“快递小哥”。此外，桃园镇屯
头社区建立了普娜斯就业基地，汇集
餐饮、宾馆、超市、服装加工于一体，

“一揽子”吸纳本社区及附近有就业需

求的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目
前，该基地已吸纳就业群众260余人。

聚焦社区服务业就业门槛低、服
务领域广以及多层次、多样化、可大容
量吸纳就业群众等特点，肥城市鼓励
各社区党组织积极创办物业、快递驿
站等。其中，肥城高新区仪仙社区组
建社区物业队，吸纳27名群众就业。

各社区还充分利用辖区内闲置场
地、房屋，创建社区“微工厂”，引导社
区群众“家门口”就业。截至目前，肥
城市结合社区特点和居民需求，累计
培育手工制作、桃木雕刻等20余个具
有示范效应的“微业”项目。

截至4月底，肥城市已有5300余
名社区群众通过社区自主开发的岗位
实现“家门口”就业。

老城街道田家花峪村

红花灼灼迎丰收

本报 6 月 13 日讯（通讯员
江俊瑶）近日，在肥城市老城街道
田家花峪村红花种植基地，一朵
朵红花随风摇曳，村民们穿梭其
间，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柔嫩的花
朵采摘下来。

据种植户绉连仪介绍，田家
花峪村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均
适宜栽种红花，红花一年四季均
可种植，投入少、易管理、产量高，
药用价值和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我今年试种了1.33余公顷红花，
目前正处于采收期。红花烘干以
后，会有专门的药材公司来回收，
预计亩产50余公斤，每亩地净收
入能达到 5000 元以上。”绉连
仪说。

“明年，我们准备利用闲置的
荒山、荒坡、房前屋后空地，扩大
红花种植面积，在提高土地利用
率的同时增加村民收入。”田家花
峪村党支部书记田国民说。

新城街道夯实为农服务基础

小麦颗粒归仓 秸秆变废为宝
□通讯员 周圆斌

在肥城市新城街道沙沟村，繁忙
的丰收景象呈现在人们眼前。一台台
收割机穿梭于麦田之中，一簇簇麦穗
被卷入机仓，切割、剥壳、脱粒……一
粒粒金黄的麦粒被收入“囊”中。

“今年，合作社共种植了133.33
公顷小麦，眼下小麦已经进入成熟期，
预计平均亩产能达到630公斤。”肥城
市金丰粮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荆海军
说，“合作社共组织了4台收割机全力
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为确保小麦丰产、丰收，新城街道
提前谋划、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小麦病
虫害统防统治工作，保障夏粮稳产增
收，对适宜开展飞防作业的小麦地块
进行全面覆盖，对无法开展飞防作业
的地块组织工人肩扛喷雾器，穿梭在

麦田间进行“一喷三防”。街道抓住麦
收前最后的窗口期，加强小麦田间管
护，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
农户加强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提
前做好防灾减损应对措施，发布相关
技术知识信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畅
通与上级气象、应急等部门的联络，确
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

此外，街道发挥农业机械主力军
作用，提前统计掌握辖区农机情况，梳
理联合收割机手人员队伍，做好机收
准备，确保拉得出、用得上、收得好；抓
好农业机械安全生产工作，联合肥城
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开展专项宣
传活动，向农机操作人员发放安全生
产相关法律法规宣传页及实操明白
纸，提高安全生产意识，杜绝违规作业

行为，同时全面开展机械检修调试
工作。

“小麦生长过程中，容易受到低
温、雨水过多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由
于我们的小麦品种优良，再加上农技
人员的精心指导，有效防控了小麦赤
霉病等重大病虫害的发生。”新城街道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袁荣强说。

麦收过后，大量的秸秆如何处理
成了难题，肥城市金丰粮食专业合作
社广开思路、大胆创新，借力科技实现
变废为宝。该合作社完善“秸秆收运
储加销”体系建设，购置秸秆捡拾、打
捆设备及秸秆运输车辆，在农作物收
获时，利用大型打捆设备对作物秸秆
进行统一捡拾、收集和打捆，统一运输
至合作社驻地，并通过秸秆破碎机、粉

碎机、筛分机、造粒机等将回收的秸秆
进行颗粒化生产，用于制备微生物发
酵饲料。该合作社引进有机废物发酵
技术，将部分秸秆转化为有机肥料，既
解决了秸秆废物的“消化”难题，实现
资源循环利用，又能满足当前绿色农
业发展要求。

“新城街道紧紧围绕粮食安全和
服务‘三夏’工作大局，聚焦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生产、农业机械安全生产等，
夯实各项为农服务基础，切实为粮食
丰收保驾护航。目前，街道470.47公
顷小麦已收割过半，今年又是一个丰
收年。街道将全面扎实推进秸秆全
域、全时、全面禁烧工作，确保不着一
把火、不冒一处烟。”新城街道党工委
委员、人武部部长杜立说。

仪阳街道开展
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

本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张
雪玉）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增多，各类
安全生产事故进入易发期、多发期。
为抓紧抓实在建项目安全生产工作，
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11日，仪阳街道负责同志带队督导
检查了辖区内在建项目安全生产
情况。

每到一个项目现场，检查组都与
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
施工进度、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等情
况。检查组强调，要严格落实各项施

工安全操作规范，做好员工安全培
训，切实提高员工安全防范意识；常
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以“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抓
好在建项目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可控。

仪阳街道将聚焦重点项目、重点
企业、重要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生
产专项检查，及时消除各环节的安全
隐患，做到抓早、抓细、抓实，全力确
保安全生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两
不误”。

肥城市市场监管局
督导检查守安全

本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张
晓明）端午节假期期间，肥城市市场
监管局开展了督导食品安全和特种
设备安全工作。

督导组先后到春秋古城、信业商
厦、农大肥业和泰鹏集团等，查看企
业安全生产情况，要求企业加强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及时排查和消除各类
安全风险隐患，并提醒告诫经营者做
到诚信经营。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
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把监管责
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要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管理各项制度，加强安全自
查自纠，定期开展安全事故应急演
练，增强员工安全生产意识。

节日期间，肥城市市场监管局共
出动执法人员126人次，检查各类市
场主体324家，其中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22家、特种设备76台，当场督促
整改特种设备安全一般性问题4起，
检查餐饮企业及食品生产企业、零售
企业302家，责令整改未明码标价行
为2起，发现食品安全隐患11处，问
题均已整改完毕。

肥城高新区多措并举

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
本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曹

文健）为扎实做好秸秆禁烧工作，全
力保障实现“不着一把火、不冒一股
烟、不黑一块田”的“零火点”目标任
务，肥城高新区科学统筹、多措并举，
筑牢夏季秸秆禁烧“防火墙”。

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肥城高新
区组织召开秸秆禁烧工作专题会议，
全方位安排部署夏季秸秆禁烧工
作；明确职责分工，安排值班值守，严
格执行领导带班制度；建立“高新区、
社区、村级”管理网络，成立秸秆禁烧
巡逻队伍，促进工作落实到位；与社
区（村）签订秸秆禁烧工作目标责任
书，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秸秆
禁烧工作格局。

强化宣传，浓厚氛围。肥城高新

区开展“线上+线下”全方位宣传，小
喇叭、宣传横幅、宣传车直达田间地
头，做到家喻户晓，切实增强广大居
民的法治观念和禁烧意识。

强化督导，落实到位。肥城高新
区采取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的方式
组织人员到一线督导，对各村秸秆禁
烧责任落实、防火宣传、到岗值班情
况等进行督促检查；使用无人机进行
高空巡查，引导干部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持续抓好秸秆禁烧工作。

肥城高新区将常态化抓紧抓牢
秸秆禁烧工作，坚持重点巡查与全面
巡查相结合，既看住重点地块、盯住
重点时段，又确保时间上不留空当、
空间上不留死角，坚决打赢夏季秸秆
禁烧攻坚战。

王庄镇彩色马铃薯迎丰收

特色农业结硕果
本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陈

菁钰）近日，肥城市王庄镇郭辛村
2.66余公顷彩色马铃薯进入丰收期，
一颗颗外观饱满、个头匀称、色泽鲜
亮的彩色马铃薯破土而出，种植基地
内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据了解，今年，王庄镇通过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的方式，试种了黑金
刚、红玫瑰等彩色马铃薯品种。这些
彩色马铃薯不仅色彩鲜艳，而且富含
花青素、维生素、胡萝卜素等，抗病性
强、营养价值高。马铃薯“穿”上了亮
丽的彩色外衣，显得格外新颖，深受
消费者青睐，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今年，我们村的彩色马铃薯长
势喜人，每亩产量超过3500公斤。
目前，市场上彩色马铃薯的销售价格

在每公斤6元以上，每亩效益可达2
万元左右，能够带动增收40万元以
上，远超普通马铃薯的收益。”郭辛村
党支部书记郭兵介绍。

为确保彩色马铃薯的质量和产
量，王庄镇加大对种植户的技术指导
和培训力度，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和
管理经验。同时，该镇积极引导种植
户进行绿色、有机种植，提高彩色马
铃薯的品质。

彩色马铃薯的大丰收不仅为农
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也为当地
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王庄镇
将继续加大对彩色马铃薯等特色农
产品的扶持力度，进一步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推进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
效，为群众拓宽增收致富路。

安临站镇东张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良田全托管服务助力集体增收群众致富
本报 6月 13 日讯（通讯员 刘

影）金风浩荡，大地丰腴，又是一年麦
收时。在肥城市安临站镇东张村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40余公顷麦田里，联合
收割机来回穿梭，运粮车满载收获，确
保小麦颗粒归仓。

在麦田里查看收割进度的东张村
党支部书记张波介绍，虽然今年干旱
少雨，但在合作社托管过程中，村“两
委”坚持早播种、勤管理，平均一个麦
穗大约能出45粒麦子，每亩地能产小

麦600公斤左右。
据了解，此前，考虑到该村部分村

民种植意愿不强，但又不愿放弃土地
承包经营权，致使良田渐渐被荒废，该
村“两委”开始从散户手中集体流转土
地，探索实现从粮食种植到过程管理，
再到粮食烘干、仓储、销售的全托管服
务，破解“怎样种地、谁来种地”的问
题。该村领办兴村富民农业专业合作
社，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
模式，将村民手中的零散土地连片成

方，集中统一管理，实现大条块的机械
耕作。同时，村集体借助“强村贷”贷
款50万元购买农用机械，以农用机械
入股，群众以土地入股，收益三七分
成。这种模式不仅提供了60余人的
工作岗位，让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就
业，还达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党
组织凝聚的良好效果。

据了解，合作社的地块采用减垄
增地模式，覆盖节水灌溉设施，在节水
增效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效

率。3月份以来，该镇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多次邀请农技专家到该村麦田查
看小麦长势。在专业指导及精心管护
下，该村小麦长势喜人、颗粒饱满，为
今年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全村
已有超过40余公顷的耕地纳入合作
社托管，村集体增收15万元。

安临站镇将继续激发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的内生动力，通过发展适度规
模经营，实现集体增收与群众致富双
提升，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

国家能源集团石横公司完成
2024年度厂内机动车辆检验

本报 6 月 13 日讯（通讯员
李秋鸽）为切实加强生产、生活区
域车辆交通安全管理，近日，国家
能源集团山东石横热电有限公司
开展了2024年度厂内机动车辆
检验工作。

本次检验车辆包含各部门所
属的厂内机动车辆共93辆，该公
司按照“严格把关、认真负责”的
工作标准，对机动车车身外观、发
动机运转状况、底盘动态系统、刹
车系统、轮胎状况、照明、电器信

号装置、发动机舱、驾驶室内饰等
进行全面检验、测试。该公司对
审验合格的车辆发放了合格年检
标签，对未通过检验的厂内机动
车辆，根据检验车辆实际情况，提
出缺陷和隐患，并限期整改。

此次机动车辆检验工作的
开展，切实提高了厂内机动车辆
安全性能，保障了驾驶员人身安
全，增强了驾驶员的安全驾车意
识，为企业安全文明生产工作奠
定了坚实基础。

汶阳镇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本报 6 月 13 日讯（通讯员

刘晓敏）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保
证夏收、夏种、夏管“三夏”工作顺
利开展，肥城市汶阳镇精心筹备麦
收工作，不断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该镇提前谋划，对辖区内8家
农机合作社进行摸底统计，并积
极联系辖区外农机资源，建立农
机手管理台账，合理统筹农机区
域分配，保障抢收抢种同步进行。

为及时掌握“三夏”工作动态，
该镇实行领导干部包保责任制和

“1+X+N”网格工作机制，做到上
下联动、及时协调；建立“三夏”工

作动态管理台账，加强各级督导。
为保障“三夏”期间消防安

全，该镇各村积极成立防火应急
救援队，配齐灭火器、铁锨等灭火
设备。全镇53个村每天循环播放
秸秆禁烧音频，多平台转发相关
信息600余条，入户发放秸秆禁烧
告知单、倡议书8000余份，呼吁
群众杜绝焚烧秸秆等危险行为，
营造了群防群治的浓厚氛围。

汶阳镇将坚决扛起粮食生产
安全责任，持续做好“三夏”服务保
障工作，确保全镇夏粮颗粒归仓，
坚决筑牢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湖屯镇开展田间测产工作
本报 6 月 13 日讯（通讯员

王雅琪）为全面掌握今年小麦生
产情况，近日，肥城市农业农村局
组织专家技术小组联合湖屯镇相
关部门对麦田进行实地测产，为
夏粮丰产丰收提供数据支撑。

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测产流程
和方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曹家
庄村、西湖东村等9个村共13个
样点，采取现场随机抽查的方法，
对小麦长势、亩穗数、穗粒数等进
行抽样测产调查，准确掌握小麦
产量，确保测产数据的客观性、真

实性和准确性。“今年，我种了
43.33公顷小麦，农技专家已经来
地里测产了，平均亩产在652公斤
以上，我对今年小麦丰收非常有
信心。”种粮大户苑金忠高兴地说。

通过小麦测产，该镇进一步
了解了不同地块的小麦产量，为
今后小麦种植积累了经验。接下
来，该镇将对调查统计数据进行
分析汇总，帮助种植户了解小麦
生长规律和产量潜力，积极总结
高产典型，优化品种选择，坚决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

孙伯市场监管所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 6 月 13 日讯（通讯员

周逸帆）近日，肥城市孙伯市场监
管所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行
动，保障群众“米袋子”“菜篮子”

“果盘子”安全。
此次整治行动以农村大集食

品摊点为检查重点，对蔬菜、水果、
畜禽肉和散装食品经营者的电子
秤以及散装食品的卫生状况和生
鲜肉类经营者的肉品来源、品质
进行严格检查。同时，工作人员

向经营者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和相
关法律法规，强调食品安全的重
要性，引导他们自觉遵守法律法
规，共同营造规范有序、安全可靠
的消费环境。截至目前，此次专
项行动中，工作人员共开展执法
30余次，发放宣传单200余份。

孙伯市场监管所将继续加大
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及时发现并
消除潜在安全隐患，守牢食品安
全底线，确保辖区群众饮食安全。

桃园镇打造“学习强国”线下体验空间
本报 6 月 13 日讯（通讯员

王君瑶）为推动“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从线上向线下延伸，肥城市
桃园镇依托万亩桃园党群服务中
心，精心打造“学习强国”线下体
验空间，激发群众学习热情。

“学习强国”线下体验空间设
置签到打卡区、学习交流区、书籍
阅读区等多个功能区，并有志愿
者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阅读区
内的各类书籍吸引着党员群众前
来“打卡”，感受学习的乐趣。

今年以来，“学习强国”线下
体验空间已开展文化课堂、戏曲
鉴赏等多种活动20余次，切实增
强了群众的参与感、体验感，营造
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桃园镇将持续完善“学习强
国”线下体验空间综合服务效能，
定期组织开展线下读书会、分享
交流会等体验活动，让“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真正实现线上线下
同频共振，打造全民学习“加油
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