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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拱手礼。 通讯员供图

9月6日，岱岳区道朗镇党委书记
陈思亮参加“学好用好‘千万工程’打
造乡村振兴‘泰安样板’——泰安市乡
镇（街道）党（工）委书记系列访谈”栏
目，回答主持人提问。

主持人：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
来，道朗镇呈现出了怎样的全新局
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陈思亮：道朗镇地处泰山西麓，面
积 105平方公里，辖 43个村，3.5 万
人。镇北部山区的19个村，以前交通
闭塞、土地贫瘠，农民生活普遍不富
裕。尤其是地处大山深处的村庄，年
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人烟日渐稀少。
直到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
市委、市政府，岱岳区委、区政府的关
心和支持下，道朗镇聚力打造九女峰
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将19个村串珠成
链、整体开发，让发展基础好、治理效
能高的村庄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实现整体谋划、错位发展。通过近年
来的努力，道朗镇先后获得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镇、山东省“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集体”、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镇等称
号；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片区获得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山东省
生态旅游区、山东省旅游民宿集聚区
等称号；全镇创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
村1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1个、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2个、省级乡村旅游
重点村5个、省级景区化村庄7个。

主持人：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片
区被认定为山东省首批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示范区。请问在示范区创建上，
道朗镇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陈思亮：为避免片区内各村单打
独斗、重复建设，我们成立了九女峰片
区党委，统筹协调片区事宜，通过组织
联建、人才联育、问题联解、活动联办、
产业联营等方式，先后吸引20余名优

秀人才返乡创业，与山东农业大学、山
东科技大学等高校合作，建立乡村人
才振兴服务基地、返乡农民工创业示
范园，为片区发展注入活力。我们深
入实施村党组织分类推进整体提升行
动，推动2个“强基”村完成整顿、5个

“创优”村实现晋位，一大批“示范”村
得到发展提升。

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与济南
接壤、距泰城较近，自然风光优美，文
化底蕴深厚，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但村庄多、小、散的空间
结构并不利于资金、资源、政策集中投
放。因此，我们积极整合资源，集聚发
展动力，聘请国内顶尖专家团队，编制
片区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单体规划，
对每个项目进行严格审核，确保规划
执行到位、落地见效。同时，按照镇财
政率先投入一部分、积极对上争取一

部分、吸引工商资本支持一部分的办
法，多渠道整合资金，高标准提升片区
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道朗镇党委
积极对上争取资金3.6亿元，实施道路
建设、环境整治等项目56个，特别是
九女山环山东路建成通车，极大方便
了村民出行、游客进山。

为防止同质竞争、无序开发，我们
实行产业规划、开发、推介“三统一”，
在严格执行产业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
上，对片区内各类资源进行整体开发，
打造“故乡的云”“泰山茶溪谷”“春天
里”等特色品牌，实现产品、市场、服务
多层次产业链互补和企业相融共促。
同时，我们建立健全企业、村集体、农
民三方利益联结机制，确保企业有活
力、集体有收益、群众得实惠。

主持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
重中之重，道朗镇在发展产业上做了

哪些探索？
陈思亮：道朗镇始终坚持把产业

振兴摆在突出位置，着力培强产业，先
后促成山东文旅集团、巴富洛、泰山茶
溪谷等21家企业进驻九女峰乡村振
兴示范片区，累计吸引社会资本超10
亿元；打造康养研学、休闲采摘、餐饮
民宿等多种业态，春天里度假酒店、山
乡牧野营地等10余个项目相继投入
运营；59户村民开办农家乐，400公顷
果园变身为26个采摘园，带动3000
余名村民就近就业。

道朗镇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
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等平台，大力发展泰山茶、
泰山黄精、牡丹籽等特色农产品，建设
泰山黄精良种繁育中心、牡丹园等项
目，带领片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致富，
实现“土里生金”。

主持人：道朗镇将如何推进乡村
振兴工作？

陈思亮：道朗镇将继续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深化城乡融合发
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党建引
领，深入实施村党组织分类推进整体
提升行动，进一步建强、建好基层党
组织，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依托黄
精、菌类种植、加工，推进跨区域联
建，形成党建引领、强村带动、弱村赶
超、村村共富的发展格局；用好融合
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打造九女
峰文旅融合先行区、现代农业三产融
合示范区、新型工业项目集聚区三大
片区，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延长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走好三产融合
之路；强化基层治理，践行新时代“枫
桥经验”，用好协商、信用等治理模
式，健全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
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

岱岳区道朗镇党委书记陈思亮：

党建引领聚合力 产业先行促振兴
□记者 徐文莉

■陈思亮接受专访。 记者 蒋亮亮 摄

移风易俗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环节，更是净化社会风气、推动城
乡文明的重要抓手。在具体推进过程
中，如何把好群众脉搏，让群众愿意买
账？如何形成长效机制？这是推动移
风易俗的关键。

今年4月15日中午，肥城市安驾
庄镇张家埠村一位村民家里办白事，
宴席上没有大鱼大肉、名贵烟酒，前去
吊唁的宾客围坐在矮桌前，每人面前
仅一碗菜。这是张家埠村老人去世
后，宴席上常见的一幕。从十多人一
桌的大席，到一人一碗菜；从东借西凑
举债办丧事，到生前厚养、逝后薄葬，
近年来，安驾庄镇良俗兴、陋习除，“一
碗菜”引领乡村文明新风尚。

一场白事一年粮
为何民怨大却难改变？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婚回到贫困
线，一场白事两头空，白忙一整年。”安
驾庄镇自古就有讲究情义、热情好客
的传统，农民人情味格外的浓厚，红白

喜事至今保留着宴请宾客的习俗。
“以前村里办白事，客人吃饭要坐

大席，一般席上一桌十几个菜，摆二三
十桌，一场白事要花几万元。”张家埠
村村民路玉玲表示，有的人家能摆到
50桌，花的钱就更多了。

“现在，村里由处事公道、威望高、
办事能力强的村干部、退休教师和村
民代表组成红白理事会，帮着村民操
办红白公事，既省事又省钱，效果很
好。”张家埠村党支部书记张敬介绍，
如今，“一碗菜”早已成为张家埠村村
民的共识。

其实，“一碗菜”改革并非一帆风
顺。起初，村民谁也不想做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怕被亲朋好友说小气，落
个不孝的名声。张家埠村“两委”成员
走街串巷挨家劝说，召开党员会议和
群众大会宣传移风易俗。经过村“两
委”不懈努力，丧事简办的新风吹到了
每一位张家埠村民的心里。

一桌每人一碗菜
能否满足群众需求？

“张家埠村实行白事‘一碗菜’后，
治丧就餐人数大大减少，刹住了盲目
攀比之风，弘扬了勤俭节约传统美
德。”张敬说。但是，只有一碗菜的宴

席能满足群众就餐需求吗？
据了解，张家埠村的“一碗菜”主

要由10种食材制作而成，包括鸡肉、
蘑菇、青椒、土豆、木耳等，为确保食材
新鲜，全部当天采购，现场手工加工，
不仅口感好，而且营养价值丰富，受到
村民的欢迎。

“我父亲去世后，宴席上就是一人
一碗菜，非常实惠。村民觉得‘一碗
菜’是件好事，都很拥护。”村民张宝感
慨地说。

通过推行“一碗菜”，一场白事下
来到底能省多少钱？张敬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自2024年实施“一碗菜”以
来，张家埠村共去世3人，每场宴席平
均12桌，每桌餐饮费140元，相较于
过去每桌300多元，每家丧事花费普
遍可缩减2000元左右。

从薄葬到厚养
如何让老年人食有所依？

近年来，张家埠村积极响应“一块
田”改革，将土地流转与养老挂钩，打
造“一块田”幸福食堂。到幸福食堂就
餐的老年人，每顿饭只需2元；将土地
流转给集体纳入“一块田”运营的，每
顿饭只需1.2元；村民流转土地不要租
金的，租金用于老人养老。

红烧土豆、洋葱炒鸡蛋、清炒菜
花、蛋炒饭、花卷……幸福食堂里，色
香味俱全的饭菜整齐摆放在午餐供应
区。“食堂饭菜一周不会重样，口感清
淡、软烂，适合老年人。”幸福食堂工作
人员周玉珍说。

“这个食堂办得好，让孤寡老人走
出小家庭，融入大家庭，有了依靠，有
了陪伴，也有了就餐、休闲的场所，尝
到了幸福的味道。”一位在幸福食堂就
餐的老年人满意地说。

自从村里有了幸福食堂，张敬每
天都要到食堂转转，跟老年人聊聊
天，“在这儿吃得还习惯不？对食堂
管理有什么建议？最近有没有烦心
事？”幸福食堂成了村“两委”与村民
的“连心桥”。

据了解，幸福食堂还为村民提供
白事“一碗菜”服务，如距离近，村民可
到食堂就餐；如距离远，则由村里提供
桌椅餐具，食堂根据丧主订餐数送餐
上门。

“一碗菜”犹如一把“金钥匙”，打
开乡风文明和群众减负“两把锁”。在
张家埠村的示范带动下，安驾庄镇红
白公事比阔气、讲排场的越来越少，追
求勤俭节约的越来越多，社会风气持
续向善向好。

“一碗菜”引领乡村文明新风尚
□记者 郑凯 通讯员 穆姝琪

多彩活动点亮居民生活

近日，泰山区泰前街道科大社
区联合山东旗和邻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山东德佑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共
同开展“传承经典、品味中秋”主题
惠民活动，丰富居民生活，构建和谐
社区。

此次活动分为中秋特别活动、
公益健康检查、康养体验、免费生活
服务、书法指导5个板块。在月饼
制作区域，烘焙师现场指导居民制
作月饼，和面、称重、压皮、包馅、按
压……看着一个个自己制作的月
饼，大家感到开心、满足。在健康检
查区域，医护人员认真地为居民量
血压、测血糖、检查眼睛，解答居民
提问的问题，并就检查结果制订治
疗方案。书法指导区吸引了不少社
区书法爱好者，指导人员与居民挥
毫泼墨，社区飘起浓浓墨香。

记者 杨文洁/文 通讯员供图

①居民接受眼部检查。

②志愿者为居民修眉。

③烘焙师教居民制作月饼。

④医护人员为居民测血糖。

畜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
要产业，也是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的重要渠道。在肥城，依托国家
生猪市场打造的山东交易市场近
1年生猪交易额达4.98亿元；在
新泰，推广立体智能养殖模式的
肉鸭全产业链直接带动就业
6000余人，间接带动就业1万余
人；在宁阳，实现全过程智能化管
理的鲜奶驿站安装到居民楼下，
新鲜牛奶一键可得……

为推动畜牧业全链条提质增
效，日前，我市发布《关于加快促
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计划
到2025年，全市畜牧业总产值突
破172亿元，肉蛋奶产量稳定在
70万吨以上，规模化养殖比重达
到85%以上。

《实施意见》围绕产业布局、
畜禽良种、规模养殖、饲料兽药、
屠宰加工、疫病防控、绿色低碳、
品牌建设、数智赋能、产品质量安
全等方面提出10项重点工作。

《实施意见》亮点颇多，在优
化产业布局上，提出“稳生猪、兴
奶业、强家禽”发展思路，重点培
育肉鸭100亿级产业集群，生猪
奶业2个50亿级产业集群，蛋鸡、
肉鸡、牛羊3个10亿级产业集群，
打造“123”现代畜牧业产业体系，
做大做强县域经济。

在建设数智畜牧上，《实施意
见》提出推动数字化改造，建设一
批智能牧场，完善提升生猪、肉鸭

综合服务平台，创建中国肉鸭产
业·泰安指数和中国农业信息网
肉鸭产业网。

在黄河流域先行区建设上，
《实施意见》提出推广“三物循环”
生态养殖模式，打造种养结合样
板基地，开展畜牧业绿色低碳养
殖试点，推动农牧业碳资产交易，
形成新质生产力，引领黄河流域
农牧循环和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在推进畜牧业绿色生态发展
方面，《实施意见》立足当前工作
基础，对夯实疫病防控基础、推进
绿色低碳发展、保障产品质量安
全作出进一步安排。

在品牌建设方面，《实施意
见》提出重点加强优质肉蛋奶培
育，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
的畜牧业区域品牌、企业品牌、产
品品牌，做优“泰安农品·泰好吃”
公用品牌，发挥“区域公用品牌”
的影响力和带动作用，提高泰安
畜产品市场竞争力，计划到2025
年，新培育省级优质畜产品基地3
家、省级畜产品科普基地6家。

《实施意见》在落实保障措施
方面，提出进一步细化落实“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确保各项任务目
标落地落实；鼓励银行业金融机
构探索推进土地经营权、养殖圈
舍、大型养殖机械抵押贷款，拓展
抵押融资范围，发挥省农担优势，
探索畜牧全链条综合授信和绿色
金融途径，增强各类主体获贷
能力。

□记者 池彦明 王磊

我市确定“稳生猪、兴奶业、强家禽”发展思路

加快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张
芮）日前，泰山工艺美术精品展销
会在“泰安印象”泰山文旅会客厅
举办，现场展销泰安市工艺美术
协会会员的200余件代表作品，
集中展现泰安工艺美术行业所取
得的重要成就。

此次展销会由市工信局、市
文化和旅游局、泰山文旅集团主
办，泰安市工艺美术协会、泰山智
慧文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展销作品涵盖雕塑、美术陶瓷、金
属工艺品、剪纸、版画、金属编艺、
纸艺花卉等工艺美术品种。

“泰安印象”泰山文旅会客

厅是泰山文旅集团“泰安印象”
文旅综合体项目的一部分。据
了解，“泰安印象”文旅综合体项
目占地 5300 平方米，将于本月
下旬试营业，“十一”期间正式营
业。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泰安印象”文旅综合体项目定
位于“创新体验+展览销售”的新
型综合商业体，集文旅会客、产
品展销、潮流餐饮、文化休闲等
功能业态于一体，项目建成后能
有效盘活天外村南的闲置资产，
推进“泰山+”文旅资源串珠成
链，为泰山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助力赋能。

泰山工艺美术精品展销会举办

■展销会现场。 通讯员供图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张
芮）近日，市图书馆举办“孔子礼
韵 拜师传承”活动，传承尊师重
道优良传统，激发学生学习
热情。

学生按照左衣襟压右衣襟、
长衣襟在外的方式身着汉服参加
活动。活动中，讲师教授学生行
拱手礼，带领学生诵读《论语》，讲
述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内
涵，让学生感受千年文化沉淀。

随后，学生参观了“孔子与泰
山”文化展览。展览展示了孔子
与泰山的深厚渊源，包括孔子登
泰山的经历、泰山所蕴含的文化
内涵等。学生在展览中体会了孔
子的博大胸怀，领略了孔子思想
的独特魅力。

此次活动让学生感受到国学
经典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市
图书馆将继续举办此类活动，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市图书馆举办“孔子礼韵 拜师传承”活动

学子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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