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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 孙孟建 报道
本报广饶讯 “没想到我反映的意见

这么快就得到了答复。”近日，广饶街道
的村民张大爷站在村里公开栏前高兴地
说。这是广饶街道实行党务、村务公开带
来喜人变化的一个缩影。

为方便群众了解、参与和监督村级事
务，该街道在各个村级组织推行公开栏制
度，每月将村里的党务、财务收支、计生
奖扶、村集体“三资”、街道报纸等大小
事务全部在公开栏上公布。通过公开，让
群众明明白白知道街道党委和村两委在做
什么、想做什么。

围绕“群众想知道什么”和“需要群
众知道什么”两条主线，广饶街道坚持公
开“最大范围、最大程度”，最大限度地
为百姓提供方便，满足群众的知情权。经
过统一梳理，他们分类制定了涉及党务、
村务、计生、民政、精神文明建设等公开
内容，进一步规范了公开方式、时限、程
序。同时，为监督村务公开实施情况，及
时了解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该街道在党务
公开栏旁设立了意见箱，畅快了民心，汇
集了民意，凝聚了民智。

村务公开就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让
群众看得明明白白。为了便于群众监督，
该街道不断增强公开灵活性，每个村都建
立了村务公开栏，并设立公开热线和意见
箱，方便群众反映问题。

“村务公开是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一
剂良药，是预防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杀手
锏，只有干净干事，才能明白说事。”广
饶街道党建办负责人说，村务公开目的是
要村、社区干部认真做事、规范做事、干
净做事，这样才能在会上不冒虚汗，不失
声寡言。“只要持之以恒，农村党风廉政
建设才会有根本好转。”

自村务实行全面公开后，广饶街道各
村两委自觉按照制度服务群众，村民对村
级事务的知情权、决策权、管理权、参与
权和监督权得到落实，村民们参与村级事
务管理的热情被点燃了，基层组织在群众
中的凝聚力、影响力也大幅提升。

阳光村务，给群众交了底，让干部做
“明白官”，让群众看“明白事”，干部
不再“躲猫猫”，群众也“不猜”了，一
堵横亘在干群间的“隔心墙”逐渐消融，
党群干群同心协力，贴得更近。

公开栏架起干群“连心桥”

□王蒙蒙 盖智广 李广寅 报道
本报垦利讯 8月8日，一年一度的垦利县郝家

镇葡萄节骑行活动启动，来自全市的200余名骑游爱
好者们，探访了郝家镇薛家村五星广场、各村葡萄
园等特色景点，形成一道亮丽的骑行风景线。

近年来，郝家镇主打的“葡萄香车，魅力郝
家”口号，给予了这个城郊小镇知名度和美誉度，
让老百姓得了实惠。而如今，更让当地老百姓喜笑
颜开的是一项项的民心工程。郝家镇在民生领域投
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着力解决群众生活环
境乱、出行不方便、文化生活不丰富等问题，全力
打造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心工程。

“自从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以来，村里配备了
垃圾桶，环卫工每天都打扫，村子越来越干净。”
该镇宫家村村民张方武乐介绍。

乡村文明行动开展以来，郝家镇积极探索建立长
效机制，破解农村环卫难题，改变以往没有硬性保洁
标准的问题。通过环卫公司在辖区建立起全覆盖、无
缝隙的环卫管理网络和卫生保洁体系，该镇提高了垃
圾统管统运、集中处理能力，极大地改善了农村面貌。
他们还鼓励群众参与卫生监管，在各村及人群聚集区
设置环卫宣传栏，公开区环卫办、园区环卫所、保洁公
司联系方式，鼓励群众做卫生工作的监督员。

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在2014—2015年冬春农水会
战中，郝家镇实施了沟渠清淤及建筑物配套工程，主
要涉及包括孙家支排、薛家排沟、商场排沟、二支排、
九支渠、北张排沟、侯家支排、十米排、郝孟路公路排
等，清淤总长26 . 8公里，解决了排水问题。

郝家镇严格按照要求，以乡村文明行动为总抓
手，坚持“先清后建”，在全市率先完成“清脏治
乱”和示范村绿化、硬化、亮化、净化、美化“五
化”工程，对镇域草堆、粪堆、垃圾堆“三堆”进
行了集中清理，彩绘墙体8200平方米，粉刷墙面19 . 1
万平方米，新建改造农村公路23 . 6公里，衬砌排水沟
12650米，铺装人行道1 . 9万平方米。

硬件设施好了，人文软环境自然也不可忽视。该
镇积极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深入实施“四德”工
程，不断强化德育教育。为满足群众多元化文化需求，
深入实施文化体育惠民工程，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目前，辖区28个行政村已经全部制作了“四德
榜”，在农村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

郝家镇

让百姓共沐发展阳光

□李广寅 王敏 苏倩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东营市现有224万亩未利用

土地和200多万亩待转产棉区，粮食增产潜力
巨大，是山东“渤海粮仓”建设的主战场。
东营，这座不缺乏土地的城市，怎样破解在
广袤的盐碱地上种粮增产的难题？位于垦利
县永安镇的“渤海粮仓”万亩核心示范基地
项目，无疑树立了标杆。

近日，记者走在永安镇“渤海粮仓”万亩核
心示范基地内，绿油油的水稻在黄河水的滋润
下生长，稻田里，三五位农妇围着头巾在日头
下拔草，犹如一派“江南水乡”的劳作图。

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片退海之地，只
能种植适合在盐碱地中生长的棉花。

“‘渤海粮仓’万亩核心示范基地项目2
月24日就已经开工建设，项目位于永安镇，
总面积1 . 4万亩，涉及多个村庄的土地，通过
平整土地、建设水源地等措施，有效推进了
盐碱地增粮增效。”垦利县副县长孙学诗介
绍，项目实施后，将彻底改变项目区曾经低
产低效的种粮命运，基本形成‘田成方、路

成网、林成行、沟相通、渠相连’的高产高
效农田。

永安镇二十八村党支部书记马广华也是
一名农业技术人员，他告诉记者，“渤海粮
仓”万亩核心示范基地项目开工建设后，二
十八村4500亩土地都被流转到了项目区内，
村民则人均分到了土地流转费用2000元。

“工程实施中，我们通过加强产学研联
合攻关，开展粮食高产栽培技术研究，重点
进行宽幅播种、深松免耕、种肥一体化等技
术试验，形成了主要粮食作物的高产栽培技
术优化体系。”东营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东营市采取统一供种、统一机械插秧、
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回购加工等订单农业模
式，带动发展了一批标准化示范区建设，有
效促进了农业产业优化升级。

今年5月，水稻“盘育机插”技术在东营
市成功推广应用，更是标志着“渤海粮仓”
科技示范工程实现新的技术突破。据了解，
该技术由东营市一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中
国农科院水稻所共同合作开发，实现了“盘

式育秧+播盘插秧”的一体化创新。该技术的
成功应用，不但解决了人工插秧成本高的问
题，而且通过机械化插秧，为东营市水稻大
面积种植提供了保障。

目前，一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东营
市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的主要实施单位之
一，承担着1万亩核心区和4万多亩示范区的
建设任务。通过该技术的成功应用，公司已
建成水稻工厂化育秧设施1 . 6万平方米，可满
足5500亩稻田插秧需求。

“稻田中没有杂草，是因为里面的杂草都
被大闸蟹吃了，龙虾吃水里的害虫，还可以给
稻田松土，大闸蟹和龙虾的粪便是有机肥料，
水稻有净化水体的作用，可以说三者实现了互
利共生。”在“渤海粮仓”万亩核心示范基地项
目区内，高级农业工程师潘九阳向记者介绍，
他们进行了一些模式的创新，稻鸭混养，水稻
和泥鳅的混养，今年实验了水稻和龙虾、甲鱼、
大闸蟹的混养，实现了优质高效并举，预计今
年水稻和龙虾、甲鱼、大闸蟹的混养纯效益能
达到5000元/亩以上。

据悉，一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成并利
用物联网大数据采集分析及应用系统，实现
了农户、技术人员和消费者的信息共享。
“田间数据自动化采集系统，是集气象数
据、土壤墒情、灌溉水质等数据采集和视频
实时监控于一体的物联网设备。”公司技术
人员延伟民介绍，他们还建立了农产品信息
溯源系统，消费者可以通过扫描溯源或登录
质量安全追溯平台了解农产品产地位置环境
数据、种苗及投入品来源、质量检测认证、
药肥施洒信息、加工仓储物流等环节溯源信
息，可以真正让消费者放心。

“东营市准备以黄河口大米为突破口，
通过品牌策划、物联网质量追溯体系，依托
蓝海集团在全国设立体验店，建电商平台，
在全市做新鲜大米、蔬菜的派送，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把黄河口大米这一品牌在全国
打响。”一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红
说，对于未来，她希望用3到5年的时间，把
这1万亩地打造成全国一流的有机水稻生产基
地。

东营创新水稻、甲鱼、大闸蟹混养模式，打造“渤海粮仓”

盐碱滩上现“江南水乡”风光

□李明 张磊 报道
8月6日，广饶县晨旭渔业养殖合作社社员正在收获斑节对虾。该县丁庄镇围绕市场需求，按照

“品种更新、质量更优、效益更高”的要求，大力发展斑节对虾、黄河口甲鱼和大闸蟹等高端特色
水产品养殖，不断提高渔业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邱芳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日前，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扎实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河
口检察院举办了“身边的榜样”先进事迹报告会，
以期不断增强检察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报告会上，河口区检察院四位干警紧紧围绕主
题，结合工作实际，从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视角讲述
了自己从检的亲身感受和经历，语言朴实、情感真挚、
事迹感人，真实诠释了检察职业道德的本质内涵。

以“身边榜样”鼓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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