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李坤 徐青）
牡丹区花城小学大力推进书香校园建
设，在书香的熏陶和浸润中，学生健康快
乐成长，教师综合能力持续提升，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并获评菏泽市“书
香校园”、山东省“绿色学校”等多项荣
誉。

该校成立“书香校园”建设领导小
组，根据各学段的认知规律和年龄特点
制定学生阅读计划。在每年开展的“书
香月”活动中，学生们把读过的书目制作
成精美的卡片向大家推荐；在每学期开
展的经典诵读比赛中，学生们对《三字
经》《弟子规》《千字文》等进行诵读展

演。通过开展“书香班级”“书香家庭”
“阅读之星”等形式多样的评比活动，激
发学生的读书热情；开展课本剧展演、

“寻找课文好声音”诵读、讲故事比赛等
读书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阅读成果的
舞台。

同时，花城小学成立教师书社，主题
演讲、圆桌对话、作品分享、面对面对谈
等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让教师在阅读
中丰富自我、专业成长，更好地带动学生
共同阅读。“我校将不断完善书香校园建
设体系，让随时随处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进一步营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良好
氛围。”校长郭涛表示。

本报讯（记者 李若生）日前，位于牡
丹区高庄镇吕集村驴聪聪农场的无花果
陆续成熟。优质的果品吸引了不少客商
前来预订，无花果真正成了村民的致富
果。

近年来，高庄镇以实现“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为总体发展目标，立足镇域实
际，围绕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因地制
宜发展多元化种植，加快完成土地规模
化，培树特色农业品牌，让果农坐在家门

口就能实现绿色增收，享受“甜蜜”收入。
下一步，高庄镇将持续打造“四季花

果”产业，以各村时令水果为基础，着力
实施“一带五园”旅游示范片区，打造现
代农业产业带，不断扩大大石庄秋月梨、
林口草莓、东头葡萄等农产品的影响力
和附加值，实施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
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乡村产业全链
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

本报讯（记者 李若生）近日，牡丹
区“文化五进”文艺小分队基层巡演走
进安兴镇船郭庄行政村，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广场为群众提供了一场高品质的
文化盛宴。

活动现场，观众们热情洋溢，激情
十足。舞台上，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

高亢的唱腔、精彩的互动、专业的表
演，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表
演。戏曲表演《花木兰》《探阴山》《破
洪州》等选段，舞蹈表演《我爱你中国》
《美丽中国我的家》《中华全家福》，歌
曲《坐上火车去拉萨》《中国人》等一批
节目精彩纷呈，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鼓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
闹非凡，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
宴”。

据悉，“文化五进”是牡丹区组织
开展的“进社区”“进军营”“进校园”

“进企业”“进养老院”系列文化惠民活
动。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李
克勇 翟军帅）8月 23日，笔者从牡
丹区西城街道获悉，为加快“书香
西城”建设、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力，依托街道、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和城市书屋，10多个“社
区书屋”以书为媒，打造全民阅读
阵地，为培育好家风、好家教、好
家庭凝聚力量。

近年来，牡丹区通过进一步
完善文化服务供给，丰富辖区群
众文化生活，让高质量、接地气的
阅读活动融入到辖区的每一个角
落。加强农家书屋“软硬件”建
设，以图书资源为依托，积极探索

“农家书屋+”模式，让农家书屋
“用起来”“活起来”。

小留镇结合农家书屋馆藏和
读者需求，不断加大建设力度，持
续丰富馆藏，书籍涉及农业、经
济、科普、科技、少儿等多个类别，
增设电脑，鼓励村民网上阅读，并
经常举办农技讲座、经验交流等
活动。丰富多样的图书库存和参
与活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村民
走进书屋，爱上阅读。

牡丹区通过不断拓展书屋功
能内涵与外延，打造了接地气、聚
人气、鼓士气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主阵地，全力打通满足群众文化
需求“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岳永芳 王
肖慧）每天早晨五点钟左右，牡丹区吴店
镇零工驿站的志愿者们就开始忙碌了。他
们召集务工群众，逐一收集信息，将求职信
息、企业招工信息等进行对接，为零工劳动
者提供线上线下求职登记、推荐就业、劳动
维权等“一站式”就业服务。零工驿站还为
求职者提供临时休息、饮水、充电等义务服
务，一年多来，已先后帮助群众就业5万余
人次。

王浩屯镇成立了 1个零工市场和 50
个村级零工服务点，建立劳动力信息统
计和企业用工需求动态台账。不定时举

办零工专场招聘会，引导家政服务、建筑
工人、护工保安等各类职业工种与用工
单位精准对接，全面提高就业用工匹配
度。对低收入家庭成员、残疾、大龄困难
零工人员等群体加大就业帮扶力度，组
织用工主体开展“点对点”对接，引导用工
主体优先招用困难零工人员。

近年来，牡丹区充分利用本地人力
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特色，指导 18个镇
街因地制宜选址建设了零工服务站，探
索建立了“区、镇（街）、村（社区）”三级零
工服务体系，推动零工“小市场”激活就业

“大民生”。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杨云 杜贵霞
顾文雅）牡丹区黄堽镇的洪学达服装用品
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系列缝纫线，为提升产
品质量，公司聘请业内专家成立新产品研
发队伍，目前可根据服装企业需要，生产具
有防火、防水、防辐射等功能的缝纫线，已
与一批知名品牌服装生产企业建立了稳定
的合作关系。

近年来，牡丹区积极探索传统产业发

展新模式，创新转型升级新路径，鼓励支持
传统企业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
技术，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流水线等智能装
备得到快速普及，引领工业产业实现“焕新
提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广阔场
景。

大黄集镇的天邦粮油有限公司作为
传统的面制品企业，进一步加大科技投
入，上马了数字智能化工艺设备和信息化

管理系统，使用无人智能搬运 AGV 机器
人，引进色选机、去石机、磁选机等设备，
建设了智能生产车间，精粉率提高 10%以
上。

同时，牡丹区着力培育发展一批龙头
企业、链长企业，通过需求牵引、创新供给
等多种方式，提高产业链上中下游配套水
平，以链长企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带动全产
业转型升级。

胡集镇依托木材加工传统产业优势，
以亚联木业、亿林木业等企业为龙头，持续
做好强链、延链、补链文章，已培育出规模
以上木材加工企业 16家，小型木材加工企
业及个体经营户 1400余家，年总产值超过
17亿元，带动木制工艺品、木工机械设备、
物流运输、林下种养等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成为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的重要产业之
一。

近日，牡丹区皇镇街道办事处卫生院内科医生正在查房会诊。近年来，牡丹区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改善，医疗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基层“名医工作站”全面覆盖，中医药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成功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
区，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记者 李若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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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区传统产业“换挡提速”实现“焕新提质”

让随时随处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花城小学推进书香校园建设

高庄镇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文化五进”丰富群众生活

零工驿站助群众就业 5万余人次

为搭建银企沟通桥梁，

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

菏泽市金融机构助力水发

电力权属达驰电气、达驰开

关公司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召开。近年来，达驰电气、开

关公司依靠水发集团国企

品牌优势，企业创新能力和

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展现出

改革发展的新风貌、新气

象。各金融机构与达驰公司

积极对接，在丰富授信品种、

拓宽合作领域等方面给予企

业更大支持。

通讯员 张启雷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兰怀清）近日，在成
武县九女集镇周庄村党员活动室，群众和
党员聚在一起，积极讨论如何完善和修订
村规民约，如何更好地让群众自觉遵守，
大家纷纷献言献策。

新修订的村规民约重点对近年来出现
的高额彩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现象进
行规范。在修订村规民约过程中，注重收集
群众的意见建议，在讨论稿阶段多次征求红
白理事会成员、老党员、老干部的意见建议，
同时还积极吸纳年轻人的想法。九女集镇

周庄村党支部书记周广伟说：“村规民约是
精神文明建设的‘催化剂’，也是乡村振兴的

‘助推器’。我们就是想通过修订完善后的
村规民约‘规’整好风气、‘约’出新面貌。”

据悉，成武县九女集镇主动适应新时
代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新问
题，不断加强完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着
力构建起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激发村民积极
参与乡村治理，推动形成乡风文明、村民
善治的新风尚。

本报讯（通讯员 汪允成 王豪爽）机
声隆隆，长臂摆动。近日，在成武县苟村
集镇宋田庄村南的一片低洼地内，两台挖
掘机正在开挖一条排水沟。61岁的村民
孙传现由衷地说：“支部牵头挖通这条沟，
往后这 300亩地就不怕涝天了！”今年以
来，苟村集镇紧扣党建工作中心任务，树
牢“重在落实”工作理念，“三聚焦”迸发出
发展新活力。

聚焦基层基础。该镇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持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严格执行

“第一议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类
学习制度，为兴业发展夯实了组织基础。

聚焦发展合力。该镇积极探索党组
织引领下联农带农、利益联结、集体经济
收益分配等新机制，以“支部+合作社+基
地+农户”模式，引领 13家党组织领办合作
社，构建出“支部+合作社+电商+农户”三
位一体电商发展模式，带动周边群众 100
余人就业。

聚焦乡村振兴。该镇持续抓好“党
建+示范片区+衔接推进区”建设，构建果
蔬栽培、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实现
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坚持党建引领，
以“五治”为抓手，扎实开展水源转换，推
动了农村饮用水、生活污水、黑臭水体治
理等“三水”同治。

本报讯（通讯员 刘洁）“这
玄参和丹参好不好管理？我们
没有种植经验，能种好吗？”日
前，在成武县党集镇党集村田睿
蕤家的田地里，村民正在咨询种
植技巧。今年，党集村田睿蕤到
安徽亳州考察了中药材种植，决
定带动村民共同致富。党集镇
党委发挥党建引领、人才带动作
用，积极培养和引进多样化人
才，多举措激发新动能，助推乡
村振兴。

激活留守农民新动能。党
集村充分挖掘本地“田秀才”和

“土专家”，针对年轻人才进行选
拔和培养，组织他们前往商丘、亳
州等地学习中药材种植、渔业养
殖和加工等现代农业技能，形成
以田睿蕤种植 80余亩玄参与丹
参、范昌爽从事渔业养殖的新型
农民人才队伍。

开创各类人才返乡发展的新
动能。党集村将红色农文旅产业作
为抓手，充分利用历史文化和红色
资源，吸引在外优秀人才刘贞锋、刘
贞群返乡创业，恢复凤凰台千年古
酒坊，传承与发展古法酿酒工艺。

推动文旅发展的新动能。
深入挖掘党集村丰富的历史文化
底蕴，复原建设古村落保护区，邀
请中匠民大、北京绿维人才团队
共同设计并修建刘家大院、刘邓
大军指挥部旧址和唐恒贞纪念馆
等 56处文化景点，进一步推动文
旅产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陈文腾）8月 19日，走
进成武县白浮图镇徐官庄村干豆角加工车
间，笔者看到冒着热气的加工机器正在加
工干豆角，加工出来的豆角色泽好、质量
高，经过包装以后，一袋袋各种规格的干豆
角等候外运销售。村民说：“今年村里新开
设了很多干豆角加工厂，我在这里干活，家
里面也可以照顾到，很方便”。

为发挥农业强镇的优势，白浮图镇将
“跨村联建”片区工作作为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的重要载体，围绕“农业+”在片区内发展

“干豆角加工、酸豆角制作、鲜豆角储藏”的
农产品加工产业。村内现有冷库 5座、干
豆角加工厂 120余家。在融合发展下，片
区内实现了“种植+储存+加工+销售”为一
体的农产品加工链条，全力推进豆角产业

发展，助推群众增收。
白浮图镇党委书记王峰筠告诉笔者：“通

过片区的规划发展，我们为老百姓提供了不少
的就业岗位，产业发展起来以后，村民对发展
致富就越有信心，这也是推动‘跨村联建’工作
的一个成功经验。下一步，白浮图镇还计划与
电商平台合作，打造出本土豆角品牌，通过‘创
立品牌、优化包装、提升品质’等路径，拓宽销

售渠道，做强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
今年以来，成武县以村党组织“跨村

联建”工作为抓手，统筹规划、组织、产业、
队伍、治理五维联动，推动建成白浮图镇蔬
菜加工、孙寺镇木材加工、汶上集镇服装加
工等一批特色产业“跨村联建”片区，实现
了村庄发展从“单兵作战”到“抱团发展”，
激发乡村党建新活力。

本报讯（通讯员 刘亚）近日，笔者走
进成武县汶上集镇万丽新村，遇到 75岁
的王大妈在锻炼身体。“孩子不在家，自
己一个人不想做饭，以前每天就凑合着
吃点。但最近这半年，每天去社区的便
民助老大食堂，饭菜天天有新花样。如
果遇上阴天下雨，食堂还给送饭呢。我
还租了一分地，自己有点事干，还能把吃
不完的菜卖给食堂。”王大妈乐得合不拢
嘴。

笔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服务群众生
活，万丽新村打造为民服务综合体，公共
医疗、便民服务等配套齐全。带娃去哪玩
常常是困扰家长的难题之一，但在这里就
完全不用担心，各种益智类玩具、游戏让
孩子们爱不释手。同时，在二楼灯塔书
屋，常态化开展“共享自习”“共享阅读”等

活动，极大丰富了孩子们的生活。
走进苏张庄村，笔者看到“共富工坊”

运营红火，几十名工人有的串珠，有的缝
纫，忙得热火朝天。在此务工的李大姐
说，感谢党的好政策，让自己能在家门口
就业，看娃就业两不误。

近年来，成武县汶上集镇以跨村联建
为重点，立足新村实际，打造为民服务综
合体，赋予便民服务和社会治理等五项主
要职能，通过党员服务、帮办代办、便民服
务 3大板块 26项便民服务清单做好为民
服务工作。同时，以“党建引领 万民共富”
活动为指引，积极与万丽时装有限公司达
成 1000个就业岗位需求，在党群服务中
心和周边行政村设置了多个“共富工坊”，
丰富了群众增收途径，切实提升了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九女集镇：完善村规民约 优化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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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浮图镇：“跨村联建”助推豆角产业发展

苟村集镇：“三聚焦”迸发新活力

汶上集镇 26项便民举措为民服好务

暑假期间，成武县美术馆以美术师王涛为主导，举办暑期素描培训班，开展公益服务。30多名美术爱好者

参加培训。据介绍，秋季开学后，公益培训将在每周五晚上6—8时常态化进行。 通讯员 隋启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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