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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传力观察蓝莓生长状况。 通讯员供图

边院镇张山头村“90后”党支部书记马传力

扎根乡村沃土 点燃振兴火种
□特约记者 纪宗玉 通讯员 董效晏 张锦绣 焦圣伟

本报6月24日讯（通讯员 赵一
青）近年来，老城街道始终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以“小切口”入手，扎实推进各
项民生实事，聚力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将民生愿景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幸
福实景，让村容村貌实现“颜值”“气
质”双提升。

在栾庄村，村民津津乐道的是村
内环境的新变化。此前，由于缺乏统
一规划，不少村民在路边种植蔬菜，不
仅存在安全隐患，菜地边界也模糊不
清。“为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解决小菜
园脏乱、围挡杂乱无序等问题，我们对

菜园及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清理，并统
一安装了高标准围栏，新建围栏总长
800米、高1.8米。”该村党支部书记陈
恒新说，“在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听
取村民意见，既规范了种植区域，又保
留了乡村风貌。现在，各家菜地边界
清晰，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得到了村民
好评。”

如今，崭新的围栏整齐美观，成为
栾庄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举措
美化了村庄环境，规范了菜园管理，有
效提升了菜园使用效率。

在河口村，村民三三两两沿着整

洁的村道漫步，道路两旁新栽的连子
树、金丝垂柳、红叶石楠等绿植错落有
致，焕发着生机与活力。

今年以来，河口村将人居环境绿
化美化工程列为重点民生项目，按照

“见缝插绿、应绿尽绿”原则，立足本村
地理特点和自然条件，重点打造肥万
路河口村中心街示范段，累计栽植连
子树40株、金丝垂柳100余株、红叶
石楠1.5万余株、卫矛5000余株、卫矛
球90株，并新植竹林，安装铁艺花坛
护栏，构建起层次丰富、错落有致的乡
村生态景观体系。

“现在村里发展得越来越好了，空
气好、环境美，住着特别舒心。”村民张
厚林笑着说，“大家都特别珍惜现在的
环境，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共同维护这
份美丽。”为巩固绿化成果，河口村还
将爱绿护绿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引导
村民养成爱绿护绿的良好习惯，共同
维护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老城街道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用实际行
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切实将“问题
账单”转化为群众生活的“幸福清单”，
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

老城街道

整治人居环境 扮靓和美乡村

本报 6月 24 日讯（通讯员
王浏阳）连日来，王庄镇2.67公顷
彩色土豆喜获丰收。在郭辛村彩
色土豆种植基地，村民正在抢收
土豆，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今年彩色土豆长势喜人，
‘黑金刚’和‘红玫瑰’土豆亩产都
在3000公斤以上，每亩效益是普
通土豆的两倍。”郭辛村种植户郭
庆辉说。

郭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郭兵介绍：“合作社与村民签
订协议，采取统一种植、统一技术
指导、统一销售的模式，推广种植
高产优质品种，这种土豆富含花
青素、胡萝卜素等，口感软糯、营
养丰富，深受消费者喜爱。”

彩色土豆不仅色彩鲜艳，而
且抗病性强、营养价值高、经济效
益高。王庄镇高度重视“三农”工
作，将现代农业作为全镇重点工

作之一，全面谋划、深入推进，逐
步探索出以羊肚菌种植为主的高
端食用菌产业和以“红玫瑰”“黑
金刚”为试点的彩色土豆产业等
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

为有效应对人力成本增加、
外地土豆冲击等制约，王庄镇积
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试
点带动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步伐。
该镇以郭辛村彩色土豆为试点，
发展订单农业，与餐饮协会、商
超等达成协议，积极推进订单化
种植，逐步带动“两菜一粮”产业
提档升级。

王庄镇将持续强化科技支
撑，优化种植结构，加大对龙头企
业、种植大户的培育力度，争取引
进更多工商资本，实现产业向规
模化、集约化迈进，产品向绿色
化、品牌化提升，加快推动现代农
业提档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 6月 24 日讯（通讯员
李璐瑶）近日，边院镇岔河店村聚
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道
路整修、排水沟改造两大民生工
程，用实际行动诠释“为民办实
事”的初心与担当。

“现在，村里把道路修得又平
整又宽敞，出门方便多了，这件实
事真是办到群众心坎上了。”村民
王云高兴地说。据该村“两委”干
部王寿亮介绍，此次对村内13条
道路进行整修，施工长度5000余
米。如今，平坦宽阔的水泥路串

联起家家户户，成为村民心中的
“致富路”“暖心路”。

该村全长1200米的排水沟
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6
月底竣工。设计合理的新建排水
系统投入使用后，村居环境将得
到显著改善，切实解决群众关心
的积水问题。

边院镇将持续聚焦民生需
求，倾听群众心声，把更多惠民
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做到群众
心坎上，让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
底色更亮。

边院镇岔河店村

整修“致富路”改造排水沟

安临站镇立足资源禀赋谋篇布局

特色产业“破土”村级增收“破题”
□通讯员 陈肖艳

王庄镇

彩色土豆迎丰收

本报 6 月 24 日讯（通讯员
刘晓敏）近年来，汶阳镇立足实
际，以服务基层、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为导向，在阵地升级、队伍
培育、活动开展等方面下足功夫，
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持
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完善基础设施，夯实文化活
动“主阵地”。文化阵地是文化活
动的重要载体，该镇统筹规划、整
合资源，在突出实用性和长效性
上发力，将文化内容与宣传教育
相融合，在镇、村两级设置功能齐
全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镇
共建设56个农家书屋、74个文体
广场，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
一公里”。同时，该镇充分发挥公
共文化场馆主体作用，完善硬件
设施，规范服务内容，明确开放时
间，积极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切实
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和服
务效能。

丰富文艺活动，点亮群众文
化“新生活”。该镇聚焦群众需

求，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化活动，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传统节日庆祝、消夏文艺演
出、广场舞大赛、戏曲票友大赛、
全民才艺大赛、“文润泰安 艺进
万家”文化惠民演出、全民阅读等
各类文化活动轮番上演，让群众
在“家门口”享受丰富多彩的“文
化大餐”。

放映公益电影，开拓群众精
神“新视野”。近年来，该镇持续
开展公益电影放映活动，紧密围
绕群众实际文化需求，精心挑选
放映一系列深受群众喜爱的影
片，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汶阳镇将持续开展丰富多彩
的特色文化活动，深化公共文化
服务内涵，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
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兴业、
以文聚力，凝聚乡村文化振兴的
强大力量，为镇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汶阳镇

文化惠民暖人心

■该镇举办文艺活动。 通讯员供图

本报6月24日讯（通讯员 徐海
霞）近日，国家能源集团山东石横热电
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深化学习教育
涵养优良作风”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大家齐唱国歌，随后参观
党史展馆，学习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
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中走过的波
澜壮阔的伟大历程，感悟党艰苦奋斗、

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此次活动引导
广大党员从思想认识、行动落实上将
作风建设融入日常，推动作风建设常
态化、长效化。

在党章学习环节，大家深入了解
党章中关于“党的纪律”“保持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等相关内容，增强纪律
意识，强化组织观念，切实把党章各项

规定要求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在工作
中。在红色影院，大家还观看了专题
片《伟大的历史变革 打铁还需自身
硬》。

“深化学习教育，涵养优良作风；
聚力价值贡献，推进转型发展。”在党
员心声表达环节，大家齐声高喊，展现
了决心、目标与责任、使命。此次主题

党日活动的开展，激励大家以目标为
导向，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以使命为引领，将个人奋斗融入企业
发展大局，聚力解决转型升级征程上
的各类问题，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大家将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以
作风转变激发实干担当，以守正创新
共谱石电新篇。

国家能源集团石横公司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深化学习教育 涵养优良作风

■村民抢收土豆。 通讯员供图

今年以来，安临站镇将镇、村增收
作为全镇五大重点工作之一，坚持“一
村一品”强特色、“一村一特”创品牌，
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立足乡土资源禀
赋谋篇布局，推动主导产业提质增效、
特色产业多点开花，蹚出一条村集体
与群众持续增收的新路子，一个个特
色鲜明、效益可观的产业项目正成为
撬动乡村发展的强劲支点。

“四季果篮”托起致富梦

在贺庄村金布山生态农业专业合
作社，7座现代化大棚有序排列。前
段时间是蓝莓、樱桃采收季，大棚内一
派繁忙景象。

这片充满希望的“果篮子”是村集
体整合180万元资金建设的。在“合
作社+农户”运营模式下，农户可将土
地流转给合作社以获得稳定租金，也
可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年底分红。
此外，合作社常年需要劳动力进行种
植、管理、采摘，这解决了80名村民的
就业问题。

“土地入股有分红，在大棚干活能
拿工资，一年能挣接近2万块钱，又能
就近照顾家里，心里踏实多了。”村民

孟风华是受益者之一。据了解，今年
上半年，村集体增收近30万元，贺庄
村的“四季果篮”不仅装满了香甜的果
实，更装满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
收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百年生姜”焕发新活力

在下庄村，生姜种植技艺代代相
传。然而，受市场波动、劳动力外流等
因素影响，近几年，该村生姜种植产业
逐渐沉寂，曾经的姜田或撂荒，或改种
其他作物。

今年，该村立足深厚的种姜历史
底蕴与资源禀赋优势，按照“一村一
品”特色产业发展思路，流转0.667公
顷土地，成立专业合作社，将生姜种植
产业作为村级增收的核心引擎，并重
新注册“泰山极顶”牌生姜商标。“按当
前长势初步估算每亩产量有望突破
5000公斤，这些姜田预计每年能为村
集体增收30余万元。”该村村委会主
任陈京洋说。

村民也纷纷以土地入股合作社，
不仅每年可获得保底分红，还能随合
作社营收增长实现“阶梯式”增收。此
外，村民还能在“家门口”的种植基地

务工，每月获取稳定的劳务报酬，实现
“一地生三金”（土地租金、经营分红、
务工薪金），收入渠道更宽、致富底气
更足。

“绿色韭菜”开辟增收新赛道

“用生物制剂成本这么高，能行
吗”“就种绿色无公害的，品质好了还
怕没市场”……在明新村会议室，一场
关于韭菜种植的激烈讨论拉开了该村
发展“绿色韭菜”产业的序幕。

在韭菜示范田内，该村党支部
书记刘祥印蹲在地头向大家介绍：

“看，一点虫害都没有，秘密全在这
绿色防控上。”与传统种植方式不
同，示范田采用生物制剂进行绿色
防控。“韭蛆（迟眼蕈蚊幼虫）是韭菜
的天敌，很多种植户会选择用农药
防治，但这样就会有农药残留。我
们采用的生物制剂是一种菌体，在
解决病虫害的同时不会有农药残
留，一年防治2次就足够了。”技术员
李师傅一边查看韭菜生长情况，一
边解释道。

目前，示范田还处于摸索种植阶
段，但良好的发展前景已初现端倪，承

载着该村迈向产业兴旺、集体增收的
希望。刘祥印信心满满地说：“按当前
长势，示范田年产值有望突破30万
元，韭菜种植产业将成为村集体增收
的‘金柱子’。”

从贺庄村“四季果篮”的芬芳满
园，到下庄村“泰山极顶”老姜的历久
弥新，再到明新村“绿色韭菜”的深入
探索，安临站镇3个村庄的生动实践，
激活了该镇村级集体增收的新引擎。
截至目前，全镇共发展专业合作社
145家，培育出 30余种“名优特”产
品，有44个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20万元。

安临站镇坚持“一村一品”“一
村一特”发展思路，以产业项目为抓
手，以村级增收和群众增收为目标，
让沉睡的资源焕发生机，让分散的
力量攥指成拳。安临站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范军表示：“我们将立足各
村资源禀赋优势，指导各村找好增
收路径，加大政策扶持与资金整合
力度，推动乡村产业向‘名优特’发
展，破解发展难题，持续壮大村集体
经济，奋力绘就村强民富、宜居宜业
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6月的边院镇张山头村，蓝莓园
内果实缀满枝头，村民忙着采摘、装
箱，电商直播间里订单不断。这个曾
因“吃水难、穷底子”闻名的省级贫困
村，如今成了山区产业振兴的“样板
村”。

带领村民破局的，是该村“90后”
党支部书记马传力。作为一名退役军
人，他冲锋在前，以创业者的智慧在山
区书写着青春答卷。

啃下管网改造“硬骨头”

2020年冬，马传力当选张山头村
党支部书记时，迎接他的是村民递来
的“问题清单”：主水管漏水如泉眼，村
民私接灌溉管，村集体每年倒贴5000
元水费，还有老年人挑着水桶走半里
山路取水。

“‘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就得
烧向‘水疙瘩’。”马传力说干就干，迅
速启动“四议两公开”程序推进管网改
造。但施工遭到了村民吕女士的阻
拦。据了解，吕女士因早年修路问题
留下心结，她担心此次施工会再次影
响其出行。

“3天完工。”马传力蹲在工地边，
掰着手指头算工期。他带着施工队加
班加点，第三天清晨，崭新的柏油路面

铺到了吕女士家门口。
改造后的“插卡式”供水系统让村

里首次收齐水费，更省下每年万元开
支。当村民打开自来水龙头看到清澈
的水流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趁热
打铁，马传力争取了27.62万元资金，
硬化4500平方米道路，美化2000平

方米墙面。

荒山生出“金疙瘩”

“集体账户只剩86块钱，拿什么
给村民办实事？”望着漫山薄地，马传
力提出流转 20 公顷土地种植黑小
麦。面对质疑，他带领班子外出学经

验、回村算细账，最终流转71户20公
顷土地，成立合作社，种植黑小麦、糯
玉米，并进行农产品初加工。

为增值增效，该村投资25万元新
建粮仓，实现错峰销售。现在，合作社
年稳定增收18万元。曾持反对意见
的老党员如今主动到麦收现场“义务
监工”。

织就“抱团发展网”

2022年，马传力牵头成立北部山
区特色农业联合党委，联合6个薄弱
村探索“抱团发展”模式。在提议发展
蓝莓产业但被质疑“经验不足”时，他
当众承诺“免费供苗、全程指导、包销
服务”，打消众人顾虑。

“苗钱我出，技术我请，卖不出去
算我的。”马传力带着营盘村试种3.33
公顷蓝莓，请专家驻点指导，他则背着
喷雾器跟着专家学技术。蓝莓头年挂
果就卖了30万元，他带动联合社注册
成立、建设电商直播中心，让当地农产
品走向全国。

“90后”党支部书记马传力的闯
劲和韧劲让山里人看到了增收致富的
希望，他用创业激情点燃乡村振兴的
火种，带领更多青年扎根泥土，长成参
天大树。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爱国卫生人人参与，，美好环境家家受益美好环境家家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