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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谢丽 王晓兰 记者
王富刚）6月 9日，单县表彰奖励 2021年
度全县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成绩突
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旨在树立“以实绩
论英雄”“干部提拔、重在赛马”的鲜明导
向，为实现“重点突破、争创一流”目标再
接再厉、再添硕果。

单县对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涌现出的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大张旗鼓地表
彰奖励，兑现职务重用、职级晋升等激励
政策，将鲜明的用人导向、“一线赛马”的
工作机制传导到每个人、每个单位，从而

激发干事创业的斗志、点燃干事创业的
激情，在全县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
围。县委书记耿振华要求，鲜明树立“五
大导向”：

突出“争创一流”导向。经过一年的
努力，单县的基础更好、底子更牢，应该站
得更高、看得更远，大家标准再提高、行动
再提速、措施再强化，创造出更多“一流”、
更多“亮点”、更多“品牌”，推动全县各方
面工作再上一层楼。

突出“大抓工业”导向。当前，单县发
展的主要矛盾就是“工业经济发展不充

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产业还不够
大、不够强”。发展壮大工业，绝非一朝一
夕、一蹴而就的事，大家要做好“打持久
战”“跑马拉松”的准备，强化“一切围绕工
业”的意识，提升服务产业的本领。

突出“求真务实”导向。在追赶超越
的路上，容不得失误、经不起折腾，每一项
决策都必须坚持切合实际，每一样工作都
必须坚持干在实处，每一名干部都必须坚
持实事求是，不盲目、不折腾、不攀比，既
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既要先下手
为强，又要三思而后行。

突出“一线赛马”导向。大家已经形
成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在单县，实干的
干部不吃亏。“干部提拔、重在赛马”的机
制会长期坚持，只要工作态度端正踏实，
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敢于冲锋陷阵，业绩斐
然的干部，单县就大胆提拔重用。

突出“以人为本”导向。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广大人民谋幸
福”，始终把人民群众高不高兴、满不满
意、肯不肯定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高标
尺。“五大导向”这就是今后工作的“风向
标”“指挥棒”。

干部提拔 重在赛马

单县褒奖先进倡树五大导向

本报讯（记者 王富刚 通讯员 孟召杰）近日，记者走
进单县龙王庙镇邱井社区看到，一排排“3＋1”社区楼房
不但整齐漂亮，而且楼房每个楼层各具生活功能，非常
实用。“在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这个社区由 7
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目前社区的水电路灯、下水道、监
控、天然气全部正常运行，社区卫生室、幼儿园、警卫室
投入使用，全社区 2008人全部入住，超市已经做好规划，
近期就要动工。”社区党支部书记、县党代表张从光高兴
地向记者介绍。

另外，为方便孤寡老人的生活，还特别建设了 50套周
转房，产权归集体所有。建设了农机存放大院、充电桩等
配套设施。社区居民张发成说：“我们能住在这样高档的
社区，社区党支部一班人功不可没，他们挨家挨户做工作
动员搬迁，向上争取资金，监督工程质量，付出了辛勤的
劳动，特别是利用复垦的土地，增加大家收入。”

“7个自然村搬进社区后，可复垦土地 620亩。我们
成立了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将把这些土地流转出去建
设温室大棚，种植大蒜、西红柿和豆角等，增加村集体收
入。”张从光说，在省派工作组的帮助下，投资 60万元上
马了光伏发电项目，年收益达 6万多元。在镇里的支持
下，正规划建设 4900平方米的车间，引进服装加工项目，
可容纳 180人在家门口就业，进一步提高社区群众的生
活质量。

本报讯（记者 王富刚 通讯员 刘玉雷）目前，单县张集
镇按照“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群众富
在产业链上”思路，通过联村共建、整合资源、整改提升、改
革创新等方式，以香菇产业为纽带，全力打造党建示范片
区，走出了一条强镇、兴村、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镇里整合乡村振兴资金 300余万元，在 9个村建设 66
个香菇大棚，推广“党支部+合作社+企业+农户”模式，形成
基地提供菌棒、提供技术服务、统一销售的运营模式。各
支部领办合作社共吸纳 600余名社员，村集体收入增加 120
万元，群众人均增收 2500元。

镇里设置片区服务窗口，承接下放职能，实现民政、社
保等 12项便民服务事项。开展民意调查、群众满意度调
查、矛盾纠纷排查、疫情防控等工作，化解矛盾纠纷 26个，
开展“红色代办”400余次，解决实际困难 50余件，开展志愿
服务 60余次，服务对象 200余人。

“片区内各村通过土地入社、资金入股、支部领办合作
社等形式开展合作经营，实现党建示范片区内多产业融合
发展。现在，片区 9个村的集体收入全部突破 10万元，刘
庄、郑阁 2个村已突破 50万元，示范区的促进带动作用逐
步凸显。”单县张集镇党委书记黄鹤说。

本报讯（记者 王富刚 通讯员 刘朝晖）为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近日，单县“中国梦·新时代·新征
程”百姓宣讲县级比赛举办，通过激烈角逐，单县中心
医院 3名选手全部获奖。

本次宣讲比赛通过典型、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
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故事、悟思想，进一步增强广大
群众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单县中心医院
宣讲人王莉宣讲的题目为《弘扬抗疫精神，谱写时代
乐章》，生动形象地讲述了自 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
单县中心医院作为公立医院，前往支援湖北、滨州、上

海等地抗疫一线的感人故事。宣讲人程元青宣讲的
题目为《中国梦，天使情》，为大家讲述了发生在自己
身边的医患故事，医务工作者始终坚持以病人为中
心，为乡亲、为百姓贡献自己的力量感到无比自豪。
宣讲人徐敏以《携手逆行护单州——特别的爱给特别
的你》为题，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抗疫故事。她们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质朴的情感表达了广大医务工作
者心中的大爱精神，描绘了新时代、新征程高质量发
展的崭新画卷，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最终，单县
中心医院王莉获得比赛一等奖、程元青获二等奖、徐
敏获得优秀奖。

近日，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之“山东手造”非遗代表性项目（剪纸）进校园在单县慕青外国语学校
举行。剪纸非遗传承人姚红带着她的剪纸工艺走进校园、走上讲堂，让剪纸艺术呈现别样魅力。图为学
生们正在创作中。 通讯员 王晓兰 摄

单 县 中 心 医 院 选 手 在 百 姓 宣 讲 活 动 中 获 奖

本报讯（通讯员 吴国靖 )目前，单县北城街道吴
六村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为引
领、群众为主体，创新建设“低成本、可增收、常态化”
的美丽乡村。

以打造森林村居为目标，村党支部发动村民以自
家房前屋后、村头村边、路边坑沿的闲置土地入股合

作社，并利用这些土地栽种经济树木，带动村民经济
增收的同时，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义务劳动”为
抓手，发动党员作表率，带领村民齐参与，在全村范围
内推行门前五包责任制、实施美丽庭院评比、建设文
明乡村“墙文化”，并建立完善长效机制，让吴六村越
来越和谐。

党群共建和谐乡村

“现在零售价是 10块钱一斤，每亩总产量达到 6000斤，今年的产量和价格都好于往
年。”6月7日，单县高韦庄镇刘寨村葡萄种植户赵永芝高兴地说。刘寨村党支部领办的土
地股份合作社种植产业方兴未艾。作为以土地入股的社员，赵永芝的20多亩夏黑品种葡
萄有14亩进入丰收期，目前收购价每斤10元，总产值有望达到85万元。

通讯员 刘厚珉 摄

“俺村过剩的秸秆‘享受’的是‘一条龙服务’。这些小
麦秸秆将会由街道组织的专门队伍进行处理，要么免费上
门‘打包带走’，要么送到养牛场，以饲料化、肥料化形式综
合利用，让秸秆变废为宝。”6月 8日，牡丹区何楼街道办事
处苏浅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苏长青说起小麦秸秆回收利用
的好处如数家珍。

几天前，记者来到苏浅村的麦田里，看到一茬茬小麦
被收割机“吞进肚子里”，传输脱粒、粉碎匀抛。搂草机立
即跟进，将散落的麦秆聚拢成堆，打包机紧随其后收秆打
捆，打包的秸秆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成捆的秸秆有的被运
输车运送到各处工厂，作为生物发电、秸秆基质、造纸原料
等，有的被村民运往村里的养牛合作社，经过压缩、打包、
自然发酵，为这里的 300余头肉牛提供了优质饲料。

将秸秆加工成饲料，不仅有效提高了饲料质量，还大
大降低了养殖户的成本。“用秸秆配合豆粕等精饲料喂牛，
一年能节省饲料成本 3000多元，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出栏
率，牛肉品质比较稳定。”这几天，苏浅村养牛大户崔锦荣
每天都在为秸秆收储忙得不亦乐乎，家里养殖的 45头牛，
年消耗秸秆量达 400吨，在她眼里,田间地头常见的麦秸秆
就是“宝贝”。

肉牛吃秸秆饲料后产生的粪便如何处理？记者发现，
在该村有机肥料生产区，肉牛产生的粪便经过处理，会被
用做周边农作物的种植肥料，农作物秸秆经饲草料加工成
饲料后又用于肉牛喂养，形成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走进苏浅村的设施农业基地，11座日光温室大棚排列有序，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
如小灯笼般挂满枝头。种植户苏庆忠一边忙着给西红柿剪叶透光，一边说着施用有机
肥给蔬菜带来的种种好处。

苏庆忠用的肥料就是苏浅村养牛基地的牛粪经过储存、发酵、灭菌生产的有机
肥。“用上了有机肥，西红柿的品质提高了，口感也好了，现在每天都有蔬菜采购商上
门和我谈收购的事。”苏庆忠说，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温室大棚可给他带来 3万多元
的纯收入。

小麦秸秆如今成了香饽饽。“今年，何楼街道与牡丹区鑫浩合作社建立合作关系，合
作社提供专业设备，深入各村（社区）推进秸秆离田，有效解决了农户秸秆无处存放的困
难，而且缓解了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促进了牛羊等畜牧业的发展。”何楼街
道办事处组织委员曾庆奥表示，下一步，何楼街道将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大力推
广秸秆回收综合再利用，想方设法在秸秆变废为宝上下功夫，打造资源“聚宝盆”，助力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文/图 记者 李若生

本报讯 (通讯员 宋起云 记者 王重庆）
“我们辖区的老旧小区较多，小区治理一直
是老大难问题，在座的各位有什么治理新路
子？大家都可以谈谈看……”6月5日晚上，
在成武县文亭街道贾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二楼，一场热闹的“周末联席会”正在进行。

这一幕是每周末晚上 7点准时发生在
贾河社区的活动。为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文亭街道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
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在贾河社区探索
开展“周末联席会”活动，广泛激发群众“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主角”意
识，通过基层党组织、物业、业委会、居民代
表共商共建共治模式，解决了群众身边的
烦心事、揪心事，群众幸福感油然而生。

“当前小区外来车辆较多，造成停
车困难。”“当前疫情形势下，为防输入，

我们小区道闸需要升级改造……”会
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表达了各自
的诉求。目前，贾河社区组织开展了 25
次“周末议事会”活动，征集民意、民需
共计 65条，同时认真摸排小区内重点、
难点、急需解决问题，归纳制定了精细
化需求清单，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依据
清单逐项落实。

贾河社区党委书记邵东彪表示，只要
对群众有益的事，无论大小，文亭街道和社
区都会带领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去做。同
时，号召大家及时向党组织反映居民的意
见及需求，调动各方力量加入到基层共建
共治共享的大格局中，充分发挥好宣传员、
信息员、调解员及参谋助手的作用，让基层
社会治理更加有序有效，让为民服务举措
更加便民亲民，让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成武县文亭街道：

“周末联席会”为社区治理添活力

夏收农忙时节，小麦秸秆如何“秸”尽
所能、吃“秆”榨净？牡丹区何楼街道创新
方式让秸秆变废为宝，充分利用秸秆发展
种养产业，以产业振兴推进乡村振兴，带
动农民增收——

跟着党支部奔向好生活

党建示范片区强镇兴村

“ 山 东 手 造 ”进 课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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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定陶区 80后小伙儿刘勇还
是在外地打拼的打工族。2019年，不甘
于打一辈子工的他，怀揣着在外学到的
知识技能和常年积累的丰富资源返乡创
业。短短 4年的时间，便把减速机维修企
业做到了全国同行业前五强。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定陶区中小企
业园内的菏泽尚坤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看到车间里工人都在紧张地忙碌着。故
障机器进入厂区后，拆解、检测、清洗、更
换、疏通、加温，看似简单的操作流程，却
要求每一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

刘勇停下手里的活，告诉记者：“这
一台机器是钢厂轧机上使用的，昨天刚
运到我们这儿，初步清洗了一下，要进行

拆解，进行故障判断。之后给客户出拆
解报告，得到客户的认同之后，进行下一
步的配件采购。然后我们装配、调试、测
试，之后就可以给客户发货了。”

2007年大学毕业后，刘勇就一直在
外地闯荡，从事石化、冶金、隧道、电力等
行业中的进口减速机、泵、冷却塔等故障
机电设备的销售、维修、维护，以实现高
价设备“以修代换”，降低客户损失。

“听说区委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
返乡创业优惠政策，考虑咱菏泽地处五
省交界处，交通又便利，当时就想着回来
创业。”刘勇说。决定回家创业后，选址
又成了一大难题。“大概用了 1到 2个月
的时间选址，因为我们需要标准厂房，比

如得有高度，还要有航车，包括航车的数
量、地面的硬度，这些都要达到标准，确
实也是很难找。”刘勇对记者说。

在区委区政府、滨河街道的帮助下，
刘勇最终找到了合适的厂房，现在公司
占地 3000平方米，员工 30多人，对公司
里的每一名员工，刘勇就像面对自己的
兄弟一样给予他们关心和关爱。公司员
工刘忠勋告诉记者：“刚进公司时什么也
不懂，零基础，师傅手把手教，现在我感
觉工作挺顺手，挺好的，工资待遇也不
错，有什么困难和公司及时沟通，公司也
会给我们许多帮助。”

刘勇在创业路上越做越大，订单也
越来越多。2021年，刘勇的公司效益达

400多万元，广阔的市场前景也让刘勇对
公司的规划有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公司目前的实际订单情况，我
们计划在东北三省、西北、西南同时设立
三到五家服务工厂，满足客户的订单需
求，服务全国客户。”刘勇自信地说。

通讯员 程爽 记者 刘卫国

小麦秸秆配合豆粕等精饲料喂牛小麦秸秆配合豆粕等精饲料喂牛

定陶区 80后小伙返乡创业，如今减速机维修做到全国前列——

刘 勇 的 创 业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