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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智广 李娟娟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苗木长得很壮实，明年就

可以有选择地销售了，效益要比传统的农作物
高出不少。”9月12日，面对今年流转的200多
亩苗木基地，垦利区郝家镇店子村的村民张建
文很高兴。

近年来，郝家镇立足城郊优势，全力打造
东营中心城菜篮子和西花园，店子村就是在这
种大环境下，与鲁百集团联手建设农超对接基

地，为村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郝家镇围
绕“强基兴村富民”工程实施，创新“旗帜引
领、村企合作、产业驱动、共赢发展”的工作
思路，强化职能引导，实施企业帮扶，村集体
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有效的探索之路。

针对部分村班子思想认识不足、村民
“小农思想”重，发展村集体经济少路子、
缺办法的实际情况，郝家镇引导组织村干
部、村民到东营区东赵、广饶西水、临沂沈

泉庄、漯河南街村、肥城等地进行实地参观
考察，坚定发展村集体经济的信心和决心。

郝家镇按照“一个村、一名班子成员指导，
一家企业或单位帮扶”的原则，严格实行镇党
政班子成员、镇域企业联村帮扶制度，每名班
子成员联系2个村，每个村安排1家帮扶企业。
目前，全镇28个村已有21个村与帮扶企业建立
合作关系。

以樊家等村为代表的“公司运营”模式，以

店子为代表的“农超共建”模式，以侯家等村为
代表的“村企共赢”模式，以后缪等村为代表的
“借力发展”模式等壮大集体经济的典型，
带动了全镇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热潮。

截至目前，全镇100%的村集体收入达到5
万元以上，100%的村有经营性收入，60%以上
的村集体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全镇村集体收
入实现翻番、达到1100万元以上，经营性收入
由去年的60万元快速增至870万元以上。

村企共赢助推农村发展

□李明 马庆亮 谭芳 报道
本报广饶讯 “我们采用封闭式无水旱养

环保配套技术，鸭舍采取全封闭式管理，无柱
鸭舍、纵向通风，湿帘降温，自动饮水、自由
采食、垫料软床、滑道捡蛋、自动清粪、沉淀
净化等高效环保饲养新技术，大大提高了种鸭
养殖综合效益。”9月13日，记者在东营广益
农业有限公司的高标准养殖基地，公司总经理
徐林向记者介绍着基地的情况。

广饶县将新增的标准化养殖场建设作为畜
牧重点工作，促进畜禽标准化生产，并引导养
殖户“入园进区”，逐步减少散养现象，发展
适度规模养殖。目前，全县畜禽规模化养殖率

达到85%以上，肉禽和奶牛的规模化养殖率达
到100%，无公害养殖比率达到70%以上。同
时，深入开展畜禽标准化养殖场示范创建活
动，全力推进标准化畜禽养殖示范场创建，3
家养殖企业创建为省级标准化示范场，8家养
殖企业创建为市级标准化示范场。

以品质创品牌，以品牌创效益。位于广饶
县大王镇的东营市黄河口鳖原种繁育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是一家集珍稀水产品研发、繁育、
养殖于一体的国家级山东东营黄河口中华鳖原
种场、东营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
占地面积300余亩，总资产3400万元，年实现销
售收入3500万元。作为全县的农业龙头企业,该

公司将在前期网络销售、即食海参加工的基础
上发展电子商务销售，生产真空包装、开袋即
食的“黄河口即食甲鱼”熟食品牌等项目。

坚持走农业品牌化发展的路子，广饶县大
力开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品牌认证，通过为
特色农产品取“名字”、上“户口”，不断提高产
品品牌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目前，全县“三
品一标”认证产品已达305个，面积37万亩；4个
蔬菜生产基地创建为省级标准化生产基地，高
标准的质量保证让广饶农产品走向全国各地。

农产品安全事关餐桌安全、百姓健康。9
月13日，在广饶县丁庄镇老家果蔬种植基地的
农产品质量检测站，工作人员正对准备装车的

蔬菜进行有害物质残留检测。“平时我们的蔬
菜样品都要经过检测，达到标准要求才运出
去，让老百姓吃起来更放心！”该基地负责人
吴高中介绍。

为让农残检测延伸到田间地头，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广饶县探索建立主要农产品标准
化生产体系，实施了国家农业标准化（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县项目，对全县蔬菜种植情况
进行了建档立册，制订发布地方标准4项，发
放了生产记录本、蔬菜技术规程、标准化种植
模式图，推广了粘虫板、杀虫灯等物理防治技
术，实施了低毒生物农药补贴试点工作，全县
标准化水平不断提升。

集约经营 品牌培育 安全保障

广饶标准开启现代农业“新时代”

□程永锋 郭亚娟
杜婷婷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走进垦利区董集镇杨庙社区
便民服务大厅，干净整洁的办公区域让人眼前
一亮，民政、社保、计生、物业等职能窗口分
工有序，职能齐全，让前来办事的老百姓一目
了然，在大厅一角还设置了休息椅、饮水机等
便民设施，更加体现贴心服务。

“现在办事实在是太方便了。”拿着刚办好
的老年证，杨庙社区新李村老人李华英高兴地
说：“社区建起了服务大厅，镇里的业务搬到了
社区办理，有什么事也不用往镇里跑了！”

“现在我们已从低矮土坯房到明亮干净的

社区楼房，搬到新家的感觉真好。”垦利区董
集镇杨庙村村民程友清感叹道。

杨庙社区是东营市民生工程黄河南展区房
台村搬迁改造的新型农村社区。董集镇在如何
让新入住的老百姓在社区感受到“家”的温
暖，享受更便捷的服务问题上下足了功夫，创
新管理理念，突出“杨庙一家亲”品牌，以
“融合”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村
民对社区心心相印，互相促进。

“为了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我们召开了
社区搬迁村党员大会，社区党员和群众代表参
会，成立了新的社区党总支。”董集镇组织委
员陈岩磊告诉笔者。按照“一统领、五融合”

的思路，以党建工作提纲挈领，把组织融合、
服务融合、管理融合、文化融合、产业融合作
为社区融合的重要载体。

在基层党组织的推动下公开推选了社区业
主委员会、村民代表和村民楼道长，通过这一
系列活动的开展，增加村民之间的交流，村民
对社区有了“家”的感觉。

为了更好地为村民提供社区服务，该镇在
杨庙社区服务中心大厅内安排物业管理、政策
咨询、就业医疗、文化服务等6个窗口，下沉
公章管理到社区，涉及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6
大类27项事项在便民服务中心实现一站受理、
全程办结。

要让村民和社区达到“水乳交融”的和谐
模式，必须在精神建设上下功夫。为此，董集
镇将精神家园构建作为重要的工作在社区开
展，开展多样的文化活动，充实群众的精神生
活。除了舞蹈队，社区还组织了锣鼓队、剪纸
协会等文体队伍，这些队伍极大地丰富了村民
的生活。“活动的开展让社区 ‘一家亲’成
为村民共同的精神理念。”杨庙社区负责人王
春光介绍。董集镇杨庙社区秉承“以人为本、
真情服务、打造和谐、幸福社区”的服务理
念，为村民提供人情味儿十足的服务。村民在
参与过程中相互交流增进理解，形成了社区融
合的良好氛围。

住进社区有“家”的感觉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卢晓娜 报道
本报东营讯 9月17日傍晚，东营区牛庄镇

敬老院的乐安园门前小广场已是人头攒动，院民
们已早早地坐在大堂外等候，远处70多岁的杜茂
香老太太正搬着小马扎急急地往小广场赶。

伴随着欢欣的锣鼓声，黄秋儒已经扎起红绸
子，练了起来；身着军装、表情严肃的王友庆在
队伍中格外亮眼，胸前夺目的勋章整齐排开。
“几位老人在表演队伍中格外显眼，虽然步伐还
有些跟不上，但精神头却丝毫不输年轻人。”70
多岁的领队隋明荣头戴红帽子，手持铜钱棍，在
一旁指挥着队伍。

扭秧歌、跳广场舞、唱吕剧……类似的文化
活动已经成为敬老院里院民们的常事。

多年来，牛庄镇敬老院先后制定完善了院务
管理职责、院民公约等各类规章制度，推行院民
自我管理模式，成立了院务理事会、生活事务
组、卫生检查组、生产事务组、调解事务组等组
织，全面实行公寓化管理，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和
服务水平，以推行亲情化服务、人情化护理为总
抓手，加强与院民的感情沟通。“在此基础上，
我们还创新服务机制，推行‘塔’式服务体制，
实行院长负责制，形成工作人员管理与院民自我
管理并重，零距离服务的工作机制。”副院长张
绍军介绍，敬老院的员工在与院民的多年交往
中，总结出了“五心服务法”：“侍奉热心、照
顾真心、感化诚心、安慰细心、帮助耐心。”

几个月前，敬老院82岁的老院民王友庆骑自
行车访亲友，不慎跌伤腿骨，住院治疗长达两个
多月，张绍军日夜守在这位老人病床前伺候，喂
饭喂药，直到他康复出院。

在搞好院民自我管理中，牛庄镇敬老院充分
发挥院委会的作用，让敬老院的生产生活实现院
民自治，达到一种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
务、和谐共处，以院为家的境界。“院委会是院
民的自治组织，院委会成员来自于院民，也代表
了院民的心声。”张绍军介绍，他们定期召开院
委会议，把大家日常生产生活中关心的事反映出
来，让大家来管理，让大家来教育，做到公开透
明、客观公正。

如何和院民们沟通、走进他们的精神生活，
是一门大学问。针对这类情况，牛庄镇敬老院实
行零距离接触，推行亲情化服务。张绍军介绍，
工作人员经常走进院民宿舍和他们坐在一起，说
说心里话，嘘寒问暖；在生产、生活中走到一
起，共同进餐，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多给予激
励、鼓励的话语，少作批评，多和他们打打牌、
下下棋、看看电视，接触多了、交流多了，自然
就会有感情，院民有事就愿和工作人员说，有委
屈就愿和工作人员倾诉，真正把工作人员当成朋
友，工作起来也就水到渠成了。”张绍军说。

“五心服务”

温暖夕阳老人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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