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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苏本善

“土专家”成长为技术员

“以前种地是靠经验，现在得讲技术，听技
术员的错不了。”望着眼前长势旺盛的小麦，接
山镇下遂城村种粮大户赵新民对记者说。

镇上的技术员翟远进仔细察看小麦的生长
情况后，对下一步的麦田管理提出了指导意
见。听到关键处，赵新民还不时记录在随身携
带的小本子上。

对于技术员翟远进，赵新民是打心眼儿里
信服，因为和自己一样，翟远进也是一名种粮
大户。由于科技意识强，又会管理庄稼，翟远
进成为全县首批农业科技示范户。前几年，他
又被县农业科技入户办公室选聘为农民技术指
导员，负责对本镇农民进行技术指导。

“‘土专家’被聘为技术员，更接地气，
能够拉近和农户的距离，也能够更及时地解决
农户遇到的难题。”东平县接山镇镇长范思安
说。

东平县农业局局长李强说：“如今在东平
县，像翟远进这样由农业科技示范户成长起来
的农民技术员有86人。他们首先要参加县农业
局组织的考试，成绩合格后才能获得农民技术
员的资格。农民技术员有效弥补了专业技术员
的不足，获得了农民好评，他们也因此被当地

农民形象地称为‘永久牌’技术员。”

农技协会助力技术推广

依靠技术员进行农技推广，在服务上具有
单一性。如何满足农民群众深层次需求，开创
农业大服务格局？充分发挥农技协会作用是东
平县采取的有效做法。

东平县农业局从农业、畜牧、林业、水产
等农口部门选聘了20多名业务素质好、工作能
力强、经验丰富的中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引导农民成立了东平县农民科技教育培训协
会，有效整合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力量，把服务
领域拓展到了传统农作物种植、水产畜牧养殖
和林果业等领域，大大提升了农技推广服务水

平。为了增强带动作用，协会还重点吸引种植
养殖大户加入协会。协会成立以来，已经吸引
了140多名影响力大、有经济头脑的农业大户
加入，发展会员2万余人。

目前，东平县还有科学施肥技术协会、新
型农民培训协会等10多个农技合作组织，覆盖
了全县68%的农户，协会已经成为该县进行农
业技术推广和农户开展技术互助的重要平台。

技术宣传寓教于乐

“选择农药懂药性，治疗保护要分清。单
一用药有抗性，复配混配交替用……”在走访
中记者发现，几乎每个农户家中都有一副印有
农业技术顺口溜的扑克牌。

“扑克牌上不仅印有顺口溜，还配有图
片，纸牌后面还印有县农业局的科技服务热线
电话，这种宣传方式很受农民欢迎。”翟远进
说。

为了增强农业科技知识宣传效果，东平县
农业局探索出了多种有效方式：以农村远程教
育网络为基础，以东平县农业信息网站为平
台，定期发布种养技术、农产品加工销售等信
息；以手机短信形式，免费向农业科技示范户
发送农业政策、科普知识、农产品市场行情等
农业信息。

去年以来，东平县还举办了“农大科技肥
杯”、“东原种业杯”等5场知识竞赛活动，
吸引了1万余名农户参与，有效普及推广了农
业科技知识。

□记 者 姜言明
通讯员 李秀波 韦红岩 报道

本报新泰讯 果都镇有一处多年闲置的电
影院，最近镇里经过简单粉刷装修，建起了能
容纳200多人的教室以及办公室、党史陈列
室、党员活动室、电子阅览室，原来破败不堪
的场所焕然一新。花钱不过两三万元，却解决
了全镇1400多名党员培训的大问题。

像果都镇一样，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施
工，新泰市21个乡镇党校如今全部恢复，成为
培训农村党员的“新阵地”。

今年起，为满足农村党员大规模轮训需
求，新泰市开展了乡镇党校规范化建设，各乡
镇街道整合资源建场所、专兼结合配师资，党
校建设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乡镇党校是教育培训农村党员干部的重
要阵地，必须加强管理、规范运行，确保办班
有载体、培训经常化，真正搭建起提高基层党
员干部素质的载体平台。”新泰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桑民说。
针对原来党员培训师资少、授课不专业等

突出问题，新泰市级抽调宣传、党校、农业等
部门人员，组成理论宣讲团；选拔市直有关部

门专业技术人才，组成专家报告团；选拔优秀
村党支部书记、道德模范等，成立“草根”报
告团，3个报告团分别确定课程“菜单”，让
基层“点菜”，开展送课下乡活动，满足基层

培训需求。各乡镇党校建立专职、兼职2个师
资库，从技校教师中选聘不少于3人的专职教
师，建立由乡镇党政领导干部、“土专家”等
组成的兼职教师队伍，并聘请市直有关部门工
作人员为客座教师，充实师资力量。

近日，岳家庄乡为北邱村苹果种植能手陈
爱武颁发了乡镇党校兼职教师聘书，并告诉他
近期要在党员培训班上授课。“过去都是给果
农讲课，这回给党员干部讲，觉得很光荣，责
任也很大，我得好好准备准备。”聊起这个新
任务，陈爱武笑着说。

“不新建一处场所，不增加一名人员，将
闲散资源整合利用，做到了花小钱办大事甚至
不花钱也能办成事。”新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田军介绍说，新泰市的乡镇党校建设本着节俭
办事的原则，既要把党校建起来，又不给基层
增加负担，重点进行资源整合，所需的集中培
训大教室，通过盘活原有电影院、改造乡镇大
会议室、租赁驻地企业礼堂等形式解决，没有
新建一处场所；师资问题通过调剂原有技校教
师以及市级送教下乡等形式解决，没有额外增
加一个编制。

截至目前，当地已利用乡镇党校这个平
台，开展农村党员轮训2 . 8万余人，占党员总
数的85%；对村干部、后备干部、入党积极分
子等重点对象，开展小班化专题培训2200余人
次。

□记者 张强 通讯员 赵娟 报道
本报宁阳讯 4月13日，记者走进宁阳县

东疏镇组织室，看到远教办主任胡瀚正在腾讯
QQ和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该镇今年创新实施
的《东疏镇党员分类定级考评管理办法》。动态
一发出，立即在群里得到了积极响应。在泰安
工作的后张庄村村民张观生回复说：“这个管
理办法非常好，把我们都定期组织起来了，在
网上就能发送学习心得，随时都能找到组织，
终于不再‘流浪’了，虚拟党支部的建立为我们
这些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搭建起了媒体网络
平台。”

近年来，一批批高校毕业生党员迁回党
组织关系、退伍军人党员关系返回原籍，给
农村地区党员管理带来不小的压力。此外，

大批农民党员纷纷外出就业，这部分党员中
大部分人员常年在外，由于身处外地，他们
不能及时参加党组织生活，造成了“党员外
出无人管，外出的党员不管事”的局面。东
疏镇组织室主任张晓林向记者介绍：“我们
镇现有党员2917人，其中流动党员235名，在
省外的160名，省内其他县市的75名，如何把
这些流动党员集聚、融入到党组织中来，成
为镇里今年重点思考解决的问题之一。”

针对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难、跟踪服务难
的实际，东疏镇通过组织人员深入走访基层
在家党员、电话访问流动党员等，创办了
“疏写传奇”党员联系群和“疏写传奇”微
信公众平台。张晓林告诉记者：“我们的目
标就是不仅要将这一载体建成流动党员教育

管理的平台、建成流动党员的‘温馨家
园’，而且在了解他们外出期间的思想、工
作情况的同时，鼓励他们在家乡有合适工作
和创业机会时能返乡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并希望他们时刻铭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为家
乡争光。”

目前，已有流动党员147人加入QQ群，
96人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记者在微信平台上
看到，该镇马庙村的外出流动党员马绪成回
复说：“我在外地做种子生意，多亏了这个
QQ群和微信平台，让我不论在多远的地方都
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家乡最新发展情况和种子
交易行情，还认识了很多在外打拼的老乡，
能随时和组织保持联系、和老乡交流心得体
会，感觉自己就像没有离开家乡一样。”

□记 者 姜言明 曹儒峰
通讯员 侯 瑾 报道

本报东平讯 “去年我们资助的女孩李丽已
经考上了大学，这是她从大学里给我们的来信。”
近日，在东平县国税局办税大厅，工作人员季亭亭
抱出一大堆书信，小心翼翼地展开给记者看。

奉献爱心、帮困助学已成为东平县国税局办
税大厅的一面亮丽“旗帜”。“像这样感人的故
事还有很多。其实这样的事做多了，做久了，就
成了习惯。”工作人员崔兴红说。东平县国税局
办税大厅现有人员17人，其中女同志12人，肩负
着全县45000多户纳税人的涉税业务工作，每天
接待200余人次。该服务厅此前已荣获山东省国
税系统纳税人满意度第三方调查综合得分第一
名、山东省国税系统“优秀办税服务厅”等称
号。最近，东平县国税局办税大厅又获“全国巾
帼文明岗”称号。

东平县国税局局长王兴云告诉记者：“拼搏
实干、无怨无悔、默默奉献，是这些精神的支撑
造就了这样一支队伍，是这样一支队伍才打造出
巾帼文明岗服务品牌。”

□记者 刘涛 报道
本报肥城讯 日前，由肥城市文促委桃文化

研究与发展组策划的反映桃文化主题的微电影
《桃花恋》，在肥城市正式开拍。

据悉，《桃花恋》由济南正嘉天下文化传媒
公司负责拍摄，摄制组先后到刘台桃花源景区、
春秋古城、桃文化博物馆等地进行拍摄，并邀请
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友情出演。该剧展现了优
美的桃园风光、城市新貌，对于宣传肥城，促进
文化强市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泰：不新建一处场所 不增加一名人员

整合闲散资源重建乡镇党校

微电影《桃花恋》开拍

东平县国税局

办税大厅获“全国

巾帼文明岗”称号

发展科技示范户 成立农技协会 创新推广方式

东平：为农民送上致富“金钥匙”

宁阳县东疏镇建起党员联系QQ群和微信平台

虚拟党支部密切“离家”党员

◆眼下，冬小麦正进入灌水施肥期。

一吃过早饭，东平县接山镇下遂城村种粮

大户赵新民就早早来到地里，等待镇上的

技术员前来进行技术指导。

“通过大力发展科技示范户，鼓励农

民成立技术协会，加大农科技术推广等一

系列做法，有效提高了农民种田本领，为

农民致富送上了一把‘金钥匙’。”东平

县农业局局长李强说。

新泰市
羊流镇党委兼
职组织员裴传
连(左二)听取
老党员的意见
和建议（资料
片）。

▲宁阳县东疏镇组织室，工作人员正在
查看微信平台服务信息（资料片）。

□郑莉 陈晨 报道
4月10日，中华胜迹

文化行——— 泰山胜迹图诗
联书画艺术展在泰安举
行。据介绍，活动共展出
书法、绘画作品167幅，
其中，泰山胜迹图长120
米、高0 . 68米，历经4年
完成，系统描绘了泰山人
文景观的发展轨迹。图为
市民正在观赏泰山胜迹
图。

泰山胜迹图

泰安展出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吴建广 报道
本报新泰讯 走进新泰市东都镇祝福庄库东

自然村，满目翠绿，一排排崭新的房屋掩映在茂
密的果树丛中。绿化池内矮的是鲜花绿草，高的
是樱桃、山楂、石榴等果树，如画般的庭院美
景，成为东都镇在乡村文明行动中大力发展庭院
经济的一个缩影。

自乡村文明行动开展以来，东都镇在实施新
农村“十化”标准过程中，把发展生态农庄、庭
院经济作为带动农民致富的项目来抓，引导一批
懂技术，善经营的农户在房前屋后因地制宜地开
发庭院经济，种植石榴、桃李等优质果木，同时
把生态环境较好、具有产业基础的自然村庄打造
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休闲观光农庄。“五一、国
庆等节假日期间，很多游客来我们这里玩，吃吃
农家饭，到山上去转转，我们一年能增加不少收
入。”家住东都镇酒台村的村民代汉芬满脸自豪
地说。庭院经济不仅扮靓了新农村，而且增加了
村民收入，促进了乡村文明行动开展。

东都镇庭院经济

美了乡村富了农民

□记者 刘涛 报道
本报肥城讯 记者从肥城市公共汽车公司了

解到，自3月25日起，肥城正式执行60周岁以上
65周岁以下的老年人乘车享受半价、65周岁以上
老年人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的新政策。

凡是持有肥城市常住户口的60周岁以上（含
60周岁）的老年人，均在优待（惠）范围中，优
待（惠）市内由公共汽车公司负责运营的所有城
市公交线路。凡年满60周岁以上65周岁以下的老
年人可办理优惠乘车卡，乘车按人次减值，可跨
年月使用，刷卡每次扣款0 . 5元，只限本人使
用；年满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办理老年免费乘
车卡，每月允许免费乘车60次，当月有效，只限
本人使用。老年人优待卡办理后，原老年证不再
作为乘车依据，该卡丢失后不挂失。

据悉，肥城市目前满足老年优待卡条件的老
年人约有17万人，因办卡需要很长时间，目前未
办理老年优待卡的老人乘车时，原老年证仍可继
续使用。

肥城65岁以上老人

免费乘公交

□记者 张强 报道
本报宁阳讯 4月15日，记者从宁阳县汽车

站了解到，因宁阳到泰安的旅客流量较大，为方
便市民出行及降低出行成本，自16日起，宁阳至泰
安的客运汽车全程票价由原来的22元调整为15
元，并新增宁阳至泰安高铁站班次，全程票价18
元。

据了解，宁阳到泰安的客车分为北路、南路
和西路，票价现均调整为15元。其中北路途经茅
庄、堽城、蒋集、磁窑站点，到泰安的票价调整
为10元；南路途经谭厂、葛石站票价15元，柳沟
站(含)以东票价10元；西路途经伏山、洸河、刘
庄站，到泰安票价15元；从宁阳乘客车到大汶
口、三化路口、北迎的票价均调整为13元。

宁阳到泰安

汽车票降价
新增至泰安高铁站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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