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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城进行时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蒋 硕 李军凯）
“现在俺村依托黄河生态园、模板厂、风力发
电等项目，一年能为村集体带来 17万多元的
收入，其中收益的 60%分给困难群众，其余的
留给村里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9月 9日，在
牡丹区李村镇高李村，该村党支部书记刘冠
英说，村里的水费和卫生费都是村集体承担，
村民不用掏一分钱；村里考上大学的学生每
人奖励 1000元，得了大病的村民还有 5000
元的救助金，村集体收入的不断增长让村民
实实在在享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福利。

近年来，牡丹区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作
为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通
过建立政策体系、强化资金扶持、创新多元
模式等有效举措，加快推动村级集体经济不
断壮大，夯实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石。

牡丹区着力构建了以区级层面为主体、
职能部门为支撑的村级经济发展的政策扶
持体系，明确了人才激励、经费支持等扶持
措施 140余条，每季度研究一次扶持政策落
实情况。建立区直部门帮包村的长效机制，
20 个成员单位在提供政策、项目扶持的同
时，各包保 1 个镇街和 2-3 个先行试点村，
针对各村实际，分析研判，加强指导，助力村
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现在不光党的政策好，我们还有像马
国运书记一样负责任的好干部。”在何楼街

道办事处簸箕屯社区，一提起驻村干部，村
民就念念不忘曾经驻该村的第一书记马国
运。马国运到簸箕屯社区担任第一书记后,
凝聚人心、修建道路、发展产业，让簸箕屯发
生了大变化。铺设 3.5公里的高标准水泥路
面，建成两层 260 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
修建 640 平方米的娱乐广场并安装了健身
器材，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成立牡丹区励兴
农业种植合作社，流转土地发展果树种植，
让村民的钱包渐渐鼓了起来。

大黄集镇刘三门村被菏泽农商银行授
予“信用村”，该村推荐符合条件的村民可在
农商银行申请 5万至 15万元的创业担保贷
款。据悉，为加快各村发展，牡丹区引导金

融部门特别是涉农金融机构，将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纳入评级授信范围，积极开展“鲁担
惠农贷”，对符合贷款条件的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村集体创收项目，优先提供金融服
务。对村级党组织引进、创办、领办的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项目，达产见效后实现税收收
入的，由财政列支予以奖励。

积极推进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牡丹区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牡丹街
道办事处大高桥社区的养殖户郭新硕，曾在
南方一家大型养殖企业工作，回乡创业后在
社区合作社的帮助下发展肉鸡养殖。“现在一
般情况下一年能养四棚到五棚鸡，一年能挣
20万元左右吧。”郭新硕说。小留镇鲁谢庄村

党支部领办了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建立滨
河花果园，吸纳 100多户农民入社，走出一条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致富增收路。
据悉，牡丹区大力推进以党支部领办的

方式发展适宜各村的种植、养殖等方面的专
业合作社，让合作社成为农民有事干、有钱
挣的重要载体。目前，全区村党组织领办合
作社已发展到 398个，累计利用“强村贷”政
策资金 880 万元，有效发展了经济，促进了
村收入增长和村民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力量。

截至目前，牡丹区村集体收入在5万元以
上的村发展到256个，占比59%；预计到年底，
村集体收入超过50万元的村可达到40个。

牡丹区夯实村级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牡丹区夯实村级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牡丹区大黄集镇李八老村与东明县相
邻，位置相对偏远。该村有原黄集人民公社
时期遗留的 270亩“林场”，说是林场其实是
这些土地因多种原因并未得到较好利用。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春风下，2020年，村里的
两个年轻人合租了这些土地，种上了红薯、
高粱等作物，昔日的歉收地开始变得生机盎
然，一派丰收景象。

承包林场的两个年轻人是李八老村的
村民李卫红和孙国锋，他们合伙租地发展特
色农业。“2020年，镇里要将这块林场对外承
包，承包金虽说并不是一次付清，可 270 亩

土地的承包金也不是个小数目。”孙国锋说，
尽管感觉有压力，他还是第一个报了名。

孙国锋盘算了好几天，总觉得这是个任
重道远的事，就想找个合伙人。“一来是多个
参谋，二来也可以分摊租金。”孙国锋说，思
来想去，他想起了小时候一起打坷垃仗的李
卫红，李卫红机灵、耿直、诚实，也有计策。

当孙国锋找到李卫红用带有试探性的
话拉呱时，两人的想法非常一致，一拍即
合。于是，他们除拿出了家中积蓄外，又各
自贷款，合伙承包了林场地。李卫红、孙国
锋通过购置和租赁大型机械，大干了一个多

月，对土地进行了规划布局，生产路、水路、
农作物种植方等井井有条，又购置了大型喷
灌设施和喷药机械，撂荒土地迎来了新的春
天。

李卫红说，通过考察分析，他们更新了
传统的耕种观念，2020年是承包第一年，除
了 10亩地种上了“西瓜红”红薯外，其余 260
亩全种上了红高粱。高粱本是当地很普通
的农作物，曾是祖辈赖以生存的主要粮食，
可因利润不高渐渐被农民忽视了，他们就来
了个“旧俗翻新”的种植模式。

当年，高粱苗齐腰高的时候，微风吹

过，大片大片齐整起伏的“绿色波浪”吸
引着不少群众来拍照取景，也吸引着前
来洽谈合作意向的商户。高粱收获了，
虽说低于他们所期望的产量，可远比种
植其它农作物收入得多。收获时，10 多
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地头边
是等着拉高粱的酒厂车辆。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李卫红、孙国锋
等村民创新思路，抱团发展，让昔日的歉收
地成为增收致富的聚宝盆，用勤劳的双手描
绘出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通讯员 郜玉华 侯艳伟 张静冬

昔 日 歉 收 地 今 成 聚 宝 盆
——牡丹区大黄集镇李八老村旧“林场”改造记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王当银 曾
庆奥）近日，牡丹区皇镇街道党工委书记
穆静带队，逐一到各村（社区）召开座谈
会，听取“两委”干部，特别是党支部书记
上任以来的工作开展情况，帮助村（社
区）制定年度计划和五年发展规划。这
是该街道全面开展的“走马上任 100天”
综合评价活动。

“为切实提高换届后新一届村和社
区班子的履职能力和业务水平，进一步
激发新‘两委’班子的干事创业活力，全
街道通过‘谈、述、评、测’的方式扎实开
展了评议活动。”穆静说，“谈”即谈收
获、谈体会、谈规划，“述”即述成绩、述
不足、述打算，“评”即群众评、党员评、
管区评，“测”即测理论、测能力、测村庄

情况熟悉程度，从而全面了解“两委”班
子成员特别是党支部书记的工作情况。

据悉，在该次综合评价活动中，皇
镇街道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先带领
全体与会人员重温入党誓词，然后支部
书记围绕上任以来的承诺兑现、管理服
务、年度计划完成情况、存在问题不足、
下步工作打算等进行公开述职。最后，
与会群众、党员和街道干部分别对支部
书记和两委成员进行民主测评。

穆静表示，该次综合评价工作，既
是该街道党工委对村（社区）整体工作
情况的一次摸底，也是对换届后“两委”
班子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一次考评，
为精准识别、帮扶和培养干部提供了依
据。

本报讯（记者 李若生）“我手上拿的就是
俺村产的‘阳光玫瑰’葡萄，果肉甜度高，好看
又好吃，销售根本不用考虑，价格还卖到了15
元/斤。”9月 12日，牡丹区高庄镇东头村党支
部书记郑建民喜滋滋地说，这两年，靠着种优
质葡萄，村民的钱包鼓了起来，率先过上了小
康日子，从事大棚优质葡萄种植的农户有100

多户，全村葡萄年销售额达2000万元。
今年以来，高庄镇以党建融合为抓手，

以葡萄、羊肚菌、粮食等产业为基础，立足资
源优势、挖掘发展潜力，先后实施了招商“引
凤计划”、创业“归雁计划”等措施推动产业
升级，强力推进“设施农业+旅游”“美丽乡
村+景区”“旅行社+农产品”合作，下大力气

做好农业产业人才的招引和培育工作，集
聚、培养农业各个领域的专家人才、新型职
业农民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实现农产品提质
增收，增加农民及村集体收入，助力乡村振
兴。截至目前，全镇共成立农资专业合作社
12 个、种植专业合作社 10 个，涌现出 19 个

“一村一品”专业村。

高庄镇新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日前，在牡丹区何楼街道办事
处九尘家具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整理
家具板材。何楼街道依托当地家具板
材、农副产品龙头企业的电商网络销
售优势，线上线下齐发力，销售家具、
花卉等产品，拓宽产品销售渠道。

记者 李若生 摄

▲9月 10日，牡丹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和部分人大代表，在超市检查《食品安全法》落实情况。当日，牡丹区人大对区政
府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情况进行视察，实地察看了银田农贸城、佳和城超市等多
个点位。近年来，牡丹区认真贯彻落实食品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多措并举，严格执
法，守护了群众的“舌尖安全”。 通讯员 郜玉华 吕洪乾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商敬刚 王
喜全）9月 8日，在牡丹区南城街道办事
处中山社区梨园小区，居民看着大门口
的两个大垃圾收集箱终于被挪走了，地
面也打扫得干干净净，都高兴地说：“今
后再也不用闻臭味了，进出小区的心情
都会很舒坦。”

梨园小区是老旧小区，在牡丹区提升
城市环境和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的扶持下，
小区环境有了很大改观。但是，小区门口
遗留的垃圾收集箱成为居民挥不去的烦
恼，该垃圾箱是梨园小区和附近商户生活
垃圾的收集点，由于使用时间过长、密闭
不严等原因，造成垃圾渗漏液外溢，异味
较大。南城街道相关部门了解到这一问
题后，立即组织人员现场调查，并会同环
卫、行政执法、社区、物业等部门商讨，最

终达成一致意见：取消两个垃圾箱，南城
街道为小区解决部分设施配置资金，北京
环卫在路段设置垃圾箱并每天清运，厨余
垃圾等由回收公司上门收集运走。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南城街道认真做
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全面做到

“民有所需我必有应”，着力解决民生小
事，持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曹州宾馆家属院小区是南城街道
正在进行改造的老旧小区之一。目前
已粉刷绘制文化墙 1 万余平方米、更换
楼宇落水管 400 余米，增设安装了消防
器材、光伏路灯等一批设施，预计将硬
化路面 800多平方米、铺设污水管道 115
米。截至目前，南城街道已有 15个老旧
小区实施了改造提升工程，整体面貌焕
然一新。

本报讯（记者 李若生）9 月 11 日，
阳光晴好，清风徐徐。牡丹区小留镇康
庄村房屋错落有致，路面干净整洁，垃圾
桶摆放有序……村庄环境与之前相比大
变了模样。

康庄村的变化只是小留镇人居环境
整治成果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小留镇
不断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力度，持续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和质量，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让致富产业“旺”起来，村庄环境“净”
起来，群众生活“甜”起来，全面吹响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冲锋号”。该镇积极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在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中，成立了
由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领导小组，
党员干部靠前指挥、一线带头实干，带着
群众干、干给群众看，和群众同甘共苦，用
汗水感染群众、带动群众广泛参与，通过
党员示范，引导群众主动向党员看齐、配
合工作，清洁好自家庭院、清除房前屋后
的垃圾杂草等力所能及的细节。调动起
镇村工作者、志愿者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的一切力量，真正做到全面参与，共
建共享，共同打造美丽小留。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田 征 刘
锡建）9 月 13 日一早，牡丹区安兴镇江
庄村村民陈爱梅和往常一样，起床洗刷
后首先把小院打扫得干干净净，随后将
小院里的花园简单打理一下，千头菊、
百日草、月季等花草长势良好。“院子里
种点儿花草，培育几盆花儿，看着舒服，
还能净化空气，多好啊。”陈爱梅说。

陈爱梅的小院是江庄村成功创建
的美丽庭院之一。据村委会副主任刘
自船介绍，该村开展了以“净化、绿化、
美化”为主要内容的创建美丽庭院活
动，村“两委”成员挨家挨户上门给予
指导，帮助村民合理布局庭院，打造亮
点，提升庭院文化。通过村里大喇叭、

微信群等进行深入宣传，让建设美丽
庭院、共享美好生活的理念家喻户晓。

江庄村制定了美丽庭院创建评比
细则，由镇包村干部、村“两委”成员和
村民代表组成评议小组，对村民创建
美丽庭院情况进行检查评比，评比结
果张榜公布，通过示范带动逐步形成
处处风景、院院优美的良好景致。

“创建美丽庭院，不仅使村民美化
了家庭卫生环境，还促其形成了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江庄村党支部书记刘
海波说，如今村民们争创美丽庭院已成
为共识，已评选出的 15 个镇级美丽庭
院示范户，成为村民竞相学习效仿的榜
样。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若
生）9月 10日，
牡 丹 区 吴 店
镇 志 愿 服 务
队 的 志 愿 者
们 按 照 创 城
工 作 部 署 要
求 ，主 动 作
为，积极开展
志愿服务，为
创城助力。

活动中，
志 愿 者 们 走
村 入 户 进 行
卫生清理，捡
拾 道 路 上 的
垃圾杂物，铲
除 杂 草 。 清
理 路 边 乱 贴
乱 画 的 小 广
告，积极向过
往 群 众 开 展
文明城市、文
明 出 行 宣
传。“参加创城
志 愿 服 务 活
动，我感到非
常有意义。”志
愿 者 史 琳 表
示，“希望能够
从小事做起，
从自身做起，
展 现 志 愿 者
的担当，积极
引 导 广 大 村

民自觉维护环境卫生，为打造整洁
美丽的城镇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今年以来，吴店镇围绕创城工
作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把志愿服务精神贯穿创城工作始
终，做创城的优秀倡导者、宣传者
和实践者，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志愿
服务和文明城市创建带来的好处
和变化，营造人人知创城、人人讲
创城、人人投入到创城志愿行动中
的良好氛围，带动广大群众自觉、
主动地投身到创城工作的热潮中，
共建美好家园。

强化食品安全法治保障

南城街道改造老旧小区提升居民幸福感

江庄村创建“美丽庭院”共享幸福生活

小留镇共建共享建设宜居乡村

皇镇街道村“两委”晒工作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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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0日，牡丹区黄堽镇一家牡丹深
加工企业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加工牡丹籽
油。近年来，黄堽镇牡丹产业发展水平不断
提升，由单纯的花卉观赏拓展至食用、药用
等多个领域。当地企业推出了盆栽牡丹、牡
丹籽油、牡丹花蕊茶等百余种产品，推进牡
丹产业转型升级 记者 李若生 摄

家居生产助增收

高新项目促发展高新项目促发展

推进牡丹产业推进牡丹产业
转型升级转型升级

◀ 9 月 10 日，在牡丹
区都司镇的山东昊华搪瓷
水箱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工人在组装搪瓷内胆太阳
能水箱。该公司拥有内胆
涂搪控制方法等 17 项专
利，研发制造水平居国内
同行业领先地位。近年
来，都司镇加大双招双引
力度，落地建设了一批“高
精尖”项目，成为经济提速
发展的新动能。

通讯员 郜玉华 王 引 摄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