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4日讯（通讯员 苏筱
茜）为进一步提升路域环境综合治理
水平，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畅通、优美
舒适的道路环境，连日来，华丰镇紧盯
重点路段、重点区域，积极谋划，以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攻坚月为契机，全面
提升朝柴路等主干道路域环境。

由包保领导牵头，该镇城建办统
筹规划，主干道沿线各管理区分区包
段，华丰镇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区
域和关键环节，组织镇、村干部，公益
岗队伍，结合机械和人工，开展路面清
扫、边沟疏通、路肩平整、杂草铲除等
工作。

华丰镇全力整治道路两侧占道经
营、标语广告、落地牌匾等问题，对道
路两侧民房、商铺房前屋后堆积的垃
圾杂物进行集中清理，推进路域环境
整治工作再上新台阶。

在对现有苗木进行绿化补植、修
剪美化的同时，华丰镇充分利用已整

治的边角地、空闲地，建设“口袋花
园”、景观花池，并在朝柴路2个红绿
灯路口设置景观小品，在细微之处作
文章，不断扮靓路域环境。

自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攻坚月以
来，华丰镇围绕朝柴路等主干道投资
200余万元，在朝柴路沿途6个村垒砌
花池20余个，全长470米，新栽种绿
篱3万棵、石楠球250棵、月季150棵，
在朝柴路南马家寨段南北建设两处

“口袋花园”景观，朝柴路2个红绿灯
路口处设置景观小品，现均已完工，前
吕观村、后吕观村“口袋花园”景观正
在加快施工。

华丰镇将继续坚持在思想上不放
松、在源头上抓治理、在机制上保长
效，高效率推进、高标准打造、全方位
提升，推动路域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
长效化，全力以赴让镇、村道路靓起
来，群众出行畅起来，人居环境美
起来。■华丰镇新建景观花池。 通讯员供图

华丰镇开启路域环境整治新模式

镇村道路靓起来 人居环境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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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从脚下起步卫生从脚下起步，，
文明自你我做起文明自你我做起。。

在文庙街道河滨社区，辖区居民
都说这里的社区工作者是“八卦高
手”，但正是这样的“八卦”，为社区居
民解决了一件件实事。

“大爷，今天中午去幸福食堂吃
饭了吗？”“菜合不合您口味啊？”“还
有什么想吃的您告诉我，回去我给食
堂反馈。”

……
提出一连串问题的是河滨社区工

作者柳园园。这天下午，柳园园按照
预约时间准时为社区老年人上门理
发，在服务的过程中，柳园园一直在关
心老人的衣食起居，并由随行同事将
老人的反馈记录下来，以便后续改
进。整个服务过程中，柳园园和老人
仿佛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氛围和谐
愉快。

原来，所谓的“八卦高手”，是对河
滨社区工作者的美称。“用无话不谈的
方式去上门问需，才能了解居民真正
的‘急难愁盼’，才能在后续工作中不
断进行改进。”河滨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邵梅表示，社区每名入户的
社区工作者都要成为“八卦高手”。

近年来，宁阳县大力实施社区工
作者“扎根”行动，推动社区工作者全

员下沉一线，每个网格按照“1+1”模
式配备1名社区工作者、1名公益岗人
员，日常开展遍访摸排和居民问需，有
效织密服务网络，推动社区治理取得
新成效。

幸福食堂是邵梅最得意的“八卦”
成果。河滨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有
522人，起初，社区工作者在上门走访
的过程中发现，老年人吃饭不便是普
遍存在的现象，其原因也是多种多样，
随着社区工作者深入沟通了解，老年
人的需求不断明确，河滨社区随即决
定开办社区幸福食堂。

“我特别喜欢吃红烧肉，但是自己
在家做太麻烦了。在社区工作的小李
知道我的喜好后，跟我说新开的食堂
几乎每天都有红烧肉。从那以后我是
一日三餐都在这儿吃了，瞧我这顿饭，
有肉有菜，才9块钱，咱这幸福食堂真
是让人太幸福了。”一名64岁的社区
老年人高兴地说。

如今，河滨社区幸福食堂已运行
近一年，为辖区居民提供质优价廉的
一日三餐，每月供应超5000人次餐
食。为照顾社区老年人，食堂在本就
实惠的价格上对老年人再次进行优
惠，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社区工

作者提供免费送餐服务，有效解决了
社区老年人吃饭不便的问题。

“食堂刚建成时也有许多预料之
外的困难，但正是我们坚持主动问需、
上门问需，倾听群众真实的声音，才有
了让群众满意的服务。”邵梅说。

通过上门问需，河滨社区还坚持
不断优化工作办法。社区工作者在上
门问需过程中，发现辖区内有部分宝
妈、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者等群体存
在就业困难，而部分老年人又有较大
的家政护理等需求。

为此，河滨社区积极探索实践，联
合多部门及职业培训学校开展家政技
能培训。参与培训的居民通过一系列
学习考试后，可领取相应的资格证
书。随后可在社区合作的家政公司接
到订单，为客户进行服务，主要服务对
象为社区内的老年人。如此，老人得
到了服务，劳动者得到了工作，家政公
司得到了效益，实现了三方共赢。

近年来，宁阳县在全市率先按照
“3岗18级”标准为社区工作者落实薪
酬待遇。按照“六有”标准，打造133
处小而精的网格党群服务站，为社区
工作者提供优质的工作环境。组织考
前培训，支持社区工作者参加全国社

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健全成长链条，
提供全方位发展保障。

既要调动每一位社区工作者的积
极性，还要明确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标
准和职责，为此，宁阳县制定了《城市
社区工作者工作管理规范》，条目式列
出社情民意收集、矛盾排查化解、公共
服务代办等13条社区工作者工作职
责，对社区工作者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同时，建立分层分类培训体系，县
级每年对社区主职干部进行骨干培
训，街道（园区）开展全员培训，切实增
强社区工作者的群众观念和为民服务
能力。

“每一位用心付出、勇于担当的社
会工作者都有机会获得应有的回报与
尊重，只有这样才能让群众‘有事就找
社区工作者’成为习惯。”宁阳县委社
会工作部副部长乔国良说。

截至目前，宁阳县各社区工作者
在养老医疗精准服务进社区专项行动
中，已走访社区老年群体2万余人次，
收集各类医养服务需求8000余条，为
社区居民提供119项医疗服务及22
项养老服务，社区工作者配合家庭医
生开展各类养老需求上门服务3720
人次。

本报 9月 24 日讯（通讯员 曹
芬）“来，大家看一看，这只是宁阳正宗
的白牙青，现在上架了，喜欢的朋友赶
快入手吧。”近日，宁阳蟋蟀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经理朱军正在网络直播间展
示销售自己刚购入的蟋蟀。

“现在有了网络直播，能够更全
面直观地展示蟋蟀，和现场买卖是一
样的。不能来泗店镇的蟋蟀爱好者
可以在网上购买喜欢的昆虫，更加方
便快捷；而且现在蟋蟀售价也更高
了，因为好的虫子有许多人在竞争购
买。”朱军说，“网上售卖的形式越来
越受到大众认可。不少‘撬子手’（职
业捕捉蟋蟀的人）都将捉来的蟋蟀送
来我们店里通过网络进行售卖。”据
了解，通过网上售卖，朱军每年可实
现销售收入近100万元。最多的时
候，一天能向全国各地寄出约400个
快递。

在朱军的工作室，还有几个年轻
的工作人员在专业拍照灯箱下，熟练
地将蟋蟀从白瓷罐中取出，放在LED
补光灯下拍照、录视频。工作人员手
执芡草撩拨蟋蟀，让它们露出口器，随

后进行称重。一连串的工作忙活完，
属于每只蟋蟀的“个人档案”便已形
成，这些档案将被上传到蟋蟀交易网
站待价而沽。

近几年，随着电子商务和快递行

业的繁荣发展，越来越多蟋蟀从业者
搭上了网络销售“快车”。

“今年，我第一次通过快手App
在线上进行销售，有很多喜欢蟋蟀的
朋友留言询问，前几天刚卖了一条价

值1200元的蟋蟀。”“撬子手”孔利利
笑着说。

与网上销售昆虫不同，35岁的薛
鲁从事蟋蟀用具批发，他将包括蟋蟀
罐在内的蟋蟀衍生用品做成了规模，
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共同发力，将产品
销往全国各地。

薛鲁在传统制罐工艺的基础上，
加入了电脑花纹雕刻等技术进行精品
深加工，赋予蟋蟀罐独特的文化内涵，
深受消费市场青睐。据薛鲁介绍，他
和团队制作的白瓷罐一年能卖140余
万个、泥罐 2—3 万个。“2014 年和
2015年，我们只是简单销售白瓷罐，
营业额每年大概有五六万元；现在我
们对产品进行了深加工，还搭上短视
频平台的‘电商快车’，通过网络直播
能够把我们制作的蟋蟀罐销往全国各
地，每年实现销售收入近200万元。”
薛鲁说。

新业态为蟋蟀产业发展注入了新
活力。随着电商平台的发展成熟，越
来越多蟋蟀从业者运用互联网思维，
让小蟋蟀搭上网络销售“快车”，通过
做活“虫”经济，实现增收致富。

本报9月24日讯（通讯员 吴笑
雯 李晓君）走进乡饮乡乡饮村，时不
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驻足细听，该村

“美丽庭院”刘洪梅家中，村民围坐在
一起，品茶香、嗑瓜子、吃水果、唠家
常，一场“美丽庭院‘微宣讲’”正热闹
进行。

现场宣讲员从党的政策聊到农村
发展，从村庄变化聊到衣食住行……

宣讲员用“乡土话”解读“大道理”，把
“大道理”分解成“小菜单”，短小精悍、
通俗易懂的“微宣讲”，让“冒热气”的
理论接地气、聚人气、有生气。

同时，宣讲员结合村情、民情，就
村民关心关注的社会治安、医疗服务、
文体生活、基础教育等方面内容进行
政策解读和互动交流。据了解，乡饮
乡依托主题党日、“马扎会”“党建直播

间”等线上线下载体，以党支部联系点
为抓手，通过宣讲团专题讲、领导干部
带头讲、党支部书记集中讲、流动宣讲
员入户讲等形式，分领域、分层次、分
众化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宣讲130余场。

方寸庭院摇身一变，成了热闹的
“茶话小院”“宣讲课堂”，村民聚在一
起学理论、聊家常、谈变化、话发展，宣

讲员把党的创新理论和惠民政策送到
群众身边、讲到群众心里。宁阳县以

“寧宣讲”理论宣讲品牌为统领，积极
组织各镇（街道）、园区用好“郕风化
语”“理‘响’华丰”等基层理论宣讲子
品牌，开展“马扎会”“广场说事”“流动
宣讲”等特色宣讲活动，提升宣讲质
效。目前，宁阳县已开展宣讲活动
300余场，受众2万余人。

宁阳县开展宣讲活动300余场，受众2万余人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

本报 9 月 24 日讯（通讯员
贺瑞 李兵）近日，省科技厅公示
了2024年山东省科技成果转化
中试示范基地拟备案名单，宁阳
县华阳集团申报的“山东省新型
农药创制中试示范基地”成功入
选。该基地是泰安市高端化工领
域唯一一家中试示范基地，也是
宁阳县继碧蓝生物后第二家省级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中试基地是指聚焦科技成果
转化关键环节，为科技成果进行
二次开发实验和企业规模生产提
供成熟、适用、成套技术而开展中
间试验的科研开发实体，是实现
科技成果工程化、产品化、产业化
的重要平台，主要目的是打通从
成果到样品、产品的通道，加速科
技成果转化，促进产业链创新链

深度融合。
围绕全县重点产业链和产业

技术细分领域，依托科技领军企
业、龙头骨干企业、高校院所、科
技园区等优质创新资源，宁阳县
科技局积极推动省级科技成果转
化中试示范基地创建，完善技术
转移体系，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转
化“最后一公里”，加快培育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此次入选的华阳
集团中试示范基地致力于打造

“科研—开发—中试—产业化循
环”模式，实现中试转化自动化、
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为省内
外高端化工企业提供中试实验、
技术开发、咨询、新产品、新技术、
新工艺服务平台，搭建高校、科研
院所中试成果到企业产业化转化
的桥梁。

宁阳县新增一家
省级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示范基地

本报 9 月 24 日讯（通讯员
赵正波）日前，在葛石镇周庄村中
药材基地内，铺满山坡的丹参苗
绿意盎然，散发着幽幽清香。正
在基地务工的村民说：“土地流转
有租金，基地打工有薪酬，现在俺
能挣两份钱，收入翻了一番。”

据介绍，目前该基地已流转
土地600余亩，开展了丹参、芍药
和地黄育苗工作，下一步将继续
扩大规模，计划带动周边村发展
种植面积2000亩以上。

周庄村地处凤凰山南麓，气
候、土壤、水文等条件非常适宜中
药材种植。今年以来，周庄村立

足山区实际，在产业规划方面坚
持走出去、请进来，围绕中药材标
准化种植、产销对接、品牌培育、
延链强链等进行广泛调研，确立
了以中药材产业项目推动集体和
群众“双增收”这一发展方向。同
时，周庄村积极完善水、电、路、网
等配套基础设施，引进山东福御
康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福
御康园（宁阳）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通过“双龙头”带动中药材
种植在周庄村“落地生根”，以特
色药材种植解锁增收“密码”，努
力探索一条生态美、产业兴、农民
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葛石镇

特色药材种植解锁增收密码

本报 9 月 24 日讯（通讯员
桑宇）连日来，文庙街道提前部
署、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强校园安
全管理，打造安全、和谐、稳定的
校园及周边环境，保障学生上学、
放学通行安全。

文庙街道各社区针对辖区内
小学、幼儿园布局情况，联合文庙
派出所执勤民警加大学生上学、
放学期间的执勤及疏导力度，安
排街道包保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
在重点路口执勤，维持现场秩序，
引导来往车辆，及时消除可能存
在的安全隐患，营造安全、通畅的
通行环境。

在易发生交通拥堵、接送学

生车辆较多的路口，工作人员积
极做好疏堵保通工作，开展高峰
定点值守和平峰不定时巡逻维
护，及时对车流、人流进行管控和
分流，提高道路通行率，保障群众
通行安全。同时，工作人员结合
校园周边交通管理工作，围绕文
明驾驶、规范停车、佩戴头盔、严
禁超员及常见交通标识等交通安
全知识进行讲解，引导学生及家
长增强安全出行意识，培养良好
的出行习惯。

文庙街道将继续加强校园周
边道路交通秩序管理，维护校园
周边道路行车畅通有序，为学生
通行安全保驾护航。

文庙街道

织密安全网 护航上学路

本报 9 月 24 日讯（通讯员
石秀敏）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连日来，蒋集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
成立“小马扎”宣讲队，以面对面、
接地气、唠家常的形式走村入户，
深入基层一线，将党的创新理论
送到群众“家门口”。

“小马扎”宣讲形式新颖、注
重实效。宣讲过程中，宣讲员紧
密结合实际，对党的创新理论进
行生动解读。宣讲员从村民最关

心的问题入手，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引导村民正确认识相关政策，
结合村民诉求开展民生热点话题
宣讲，真正让党的创新理论在基
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蒋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
继续发挥“小马扎”宣讲队、“草
根”宣讲员及特色宣讲活动在理
论宣讲方面的优势，让“排排坐”
变成“围着坐”，真正用“沾泥土、
带露珠、冒热气”的话语，让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蒋集镇

“小马扎”宣讲进村居

本报 9 月 24 日讯（通讯员
黄莹）金秋时节，伏山镇秋葵喜获
丰收，秋葵种植基地内，淡黄色的
秋葵花开满田地，嫩绿色的秋葵
挂满枝头、长势喜人，村民正忙着
采摘、装袋，忙得不亦乐乎。

据了解，秋葵不同于其他农
作物，极易老化，为保证口感新鲜
滑嫩，需要及时采摘，采摘下来的
鲜果需要进行冷藏保鲜。伏山镇
秋葵种植基地负责人表示：“今年
给泰安佳裕食品有限公司种植的
秋葵，目前采摘已经到了尾声。
根据今年种植的情况看，秋葵亩

产量在2500公斤左右，每天采摘
后送交食品公司，由食品公司加
工为速冻食品。”

秋葵种植及采摘具有连续
性，摘了又长、长了又摘，可采摘
周期较长，可有效提高土地的经
济效益，带动了当地村民就近就
业，增加了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
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伏山镇从土地、技
术、管理等多个方面发力，积极推
动农业科学、高效发展，推进农产
品深加工，绘就了富裕兴旺的乡
村振兴新图景。

伏山镇

秋葵丰收采摘忙

宁阳县用心建设社区工作者队伍

扎根群众间 点亮幸福路
□通讯员 宋绪政

泗店镇蟋蟀销售搭上“电商快车”

做活“虫”经济 蹚出好“钱”景

■蟋蟀交易市场火爆。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