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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创新业 支部创家业 党员创实业 能人创企业 农民创富业

城前镇：“五业”带来新活力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乔志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各位村民注意了，今天

吕庆立的儿子结婚，希望大家按照‘十条规
定’，该坐席的坐席，不该坐的就不要坐
了，保持好咱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2月
12日上午，鱼台县老砦镇双河村村民吕庆立
家人来人往，喜乐声声，正在为儿子举办婚
礼，村党支部书记袁瑞金通过大喇叭，提醒
村民严格遵守红白事新办十条规定，杜绝铺
张浪费。

双河村是省级文明村，该村较早地成立
了红白理事会，负责村民婚丧嫁娶事宜的组
织服务。据理事会会长、71岁的村民李汉春介
绍，村里有喜事或丧事时，事前主家要办桌酒
席，召集村里管事的、帮忙的人商量商量、进
行筹备，这叫“预席”。以前预席办1桌就行，但
后来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预席”办得越来
越多，有时能达到五六桌，最多的办了10桌；
大操大办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有的多达100
桌，造成很大的浪费。村民对此怨声载道，但
是为了“面子”还不得不攀比。

为遏制大操大办现象，双河村制订了
《双河村红白事新办十条规定》，对红白事
办理时长、规模、酒菜标准等进行统一规
定，并在村务公开栏公示，供村民共同遵
守。“十条规定”出台不久，一位村民孩子
结婚，想按新规定办喜事，但又怕自己第一
个简办了，其他村民不按规定简办被人笑话
而犹豫不决。袁瑞金带着理事会成员到他家
里做工作，最后整个喜事全部按照新规定办
理，比原来的做法节省了1万多元。

李汉春向记者介绍道：“现在办理红白事
都是按岗定人，用得着的人来帮忙，预席已控
制在2桌内；参加酒席的也限于近亲属和前后
邻居，其他人上礼的只给喜糖、喜烟，不再待
席，这样一般不超过30桌，能节省2万多块
钱。”吕庆立告诉记者：“按以往的做法，孩子
喜宴得待五六十桌，现在只招待了当紧的亲
戚朋友20多桌，节省了一半还多。”

据袁瑞金介绍，村里实行红白事新办规
定以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14年，全村举
办29次婚宴、59次喜面和1次丧礼等酒席100
多次，节省200多万元。

双河村：红白事

一年省下200多万元

□ 本报记者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刘汝美 童广伟

3月20日，春光明媚，记者时隔数月再次来
到邹城市城前镇，不禁对这里日新月异的城镇
建设为之感慨：城市新框架已经形成，舒展平
阔，道路畅通延伸，商贸物流繁荣运营，产业
园项目相继开工、投产，绿树芳草间，湿地公
园、生态水系景观和环城慢行系统逐步形成，
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并驾齐驱……

作为一个邹东山区镇，是什么激发了全镇
干事创业的激情和内生动力，引领了发展？党
委创新业，支部创家业，党员创实业，能人创
企业，农民创富业——— 便是城前镇给的答案，
正是这“五业”创建，让城前增添了发展的活
力。

大家业底气硬

小家业实力强

在山区乡镇，小高层并不多见。正在装修
外墙的11层小高楼挺立在孙厂村戈河花园东门
处，格外引人注目。

孙厂村是城前镇最先通过土地增减挂钩、
进行新农村改造的村庄。2013年，村民集体搬
上楼房，过上城里人那样舒适整洁、方便卫生
的日子。“生产生活方式改善了，大伙儿都很
高兴，但光住楼可不行，还得让村民们有钱
花，有饭吃。”孙厂村党支部书记王思勤这样
告诉记者，党支部认为，不能满足于眼前，要
结合村子实际，趁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快速
发展的有力时机，谋求更大的发展。

于是，孙厂村成立了自己的富居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和物业管理公司，还有100多号人的
建筑施工队，承担了镇上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和市政工程项目，年利润达到1000多万元。
对不到1000人的村子来说，这个集体收入数目
是非常可观的，“家底”硬了，村党支部便把
红利分享给全体村民：全员参加新农合、新农
保，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发放200元钱，70岁
以上的老人除了领月钱还可到村养老公寓免费
吃住。

石门村发展生态游、后瓦村创办专业合作
社、范庄村对外承包荒山综合开发、西南沃村
招引企业发展中药材……多个村庄在党支部的
带领下因地制宜促增收。

与此同时，党员干部也不示弱。在党员史
祥彦的爱车宝汽车饰品销售有限公司，员工们

正在剪裁汽车坐垫布料，忙得脚不沾地的史祥
彦介绍，从2013年9月到今年3月，公司在赶做夏
季产品，最近添置了100多万元的设备，除了带
动周边500多名留守妇女在家编织致富外，又联
系了外地4家坐垫加工厂。

“现在大约一天一吨的生产量，去年底到
今年5月的销售订单已有4万多套，年营业额在
1 3 0 0万元左右。”史祥彦略带自豪地告诉记
者。

企业“高大上”

农户稳步行

七八千平米的厂房车间内，白炽灯通明，
四五百名职工分为裁剪、缝纫、熨烫等小组，
同时开工，机器声不大，却又接连不断，场面
颇为壮观。

“你试试手感，非常柔软，都是给优衣
库、以纯、特步这些知名品牌和一些童装厂家

加工的。订单已经排到今年11月了，不能再加
了。”锦利源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学江边把
衣料递到记者手中边介绍，“明天有日本客户
过来，签订检品公司落户协议，以后咱们这里
也有成品检验环节了。”

该公司和青岛海天集团、即发集团合作，
建立雪达集团服装加工基地和贵华纺织，来料
加工代工，年生产服装3000万件。

“根据本地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我们发展
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现在几个厂区车间加起
来，工人近1000名。下一步打算将即发集团的
假发项目招引过来，适合40-50岁穿针引线看不
清但是能坐得住的妇女们。”王学江告诉记
者。

与加工车间的忙碌景象不同，在马河村周
福红的农家院里，他正在给自己养的200余只长
毛兔喂饲料，怡然自得。

“这是用自家的颗粒机加工出来的，原料
也简单，就是地瓜秧、花生秧、麸皮这些东
西。”周福红笑呵呵地介绍，他是个地道的老

农民，家里种了三四亩花生和地瓜，偶尔跟着
建筑队干点瓦工活儿，后来有次去南方，发现
养长毛兔比较简单，也没啥风险，就引种过
来。

“一天喂两顿，一年打两次防疫、大约剪5
次毛，每年每只兔子能剪下4斤毛，总共有七八
百斤兔毛。”周福红说，不管年景好坏，兔毛
是不愁收的，五六万元的收入绝对保本。介于
“稳赚”的优点，全村近三分之一的农户家里
都养了兔子。

党委统领

全域并进

对城前镇来说，党委创新业，既是所有事
业的基础，又反过来成为新常态下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成果。

“我们立足青山绿水、环境优美的生态资
源优势，确立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总基调，
坚持全域景区化理念，以南部主城为核心，规
划了‘北部红色文化生态旅游区、中部蓝陵桃
花源风景区、南部越峰山风景区’的发展格
局。”城前镇党委书记屈耀武告诉记者，镇域
总体规划被评为省级新增示范镇一等奖第一
名。

在建设中，该镇坚持规划引领、基础先
行，首先启动了路网改造提升工程，优化通行
环境，同时重点配套完善了学校、医院、垃圾
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
高了城镇承载力和服务水平。

同时，为打造新型镇，城前镇坚持工业化
与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发展策略，围绕“以
人为本、产城融合”的理念，启动了产业园与
新型农村社区两区同建工程，提供更多更好的
创业、就业机会和空间，让居民收入稳定，让
农民来了就能安定。

“现在运作的项目是新天地广场。在这个
商业综合体里，城镇居民能享受到和大城市一
样的购物环境，也能获得投资的收益。”山东
瑞嘉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晓刚介绍。如今，
商贸城、商业街、联合购物广场等商业区和蓝
陵古苑特色商业街、海诺家电广场等正在建设
中，镇区商贸面积达40万平方米，为打造区域
商贸物流中心夯实了基础。

为打造“蓝陵古城”城市名片，城前镇充分挖
掘蓝陵城历史文化内涵，加大招商、融资力度，市
场化开发建设蓝陵古城配套产业，形成独具“蓝
陵古城”文化内涵的特色古韵城镇。

锦利源服装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工作（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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