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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谭佃贵 通讯员 马荣娟 报道
本报临朐讯 10月21日，临朐县技工学校“弄潮

儿”电商创业实验班启动，以2015级电子商务班学生
郎丰静命名的创业个人工作室也同时挂牌。

今年刚刚17岁的郎丰静入校半年后，即在专业老
师的指导下，先后考察了3个项目，并在去年寒假挣
了近万元。县内民营企业家王清磊对“千名青年电商
创业人才培训计划”及教学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目前
他已与学校达成初步意向：定制郎丰静电商创业团
队，以此为基础成立该企业的电子商务发展事业部。

针对实用电商人才缺口大这一现实，临朐县商务
局、团县委、县人社局联合临朐县技工学校电子商务
团队面向全县创业青年开展了“千名青年电商创业人
才培训计划”项目活动。临朐县人社局党委委员、县
技工学校校长孙传文说，“弄潮儿”电商创业社团只
是临朐县“千名青年电商创业人才培训计划”的一个
缩影，采用项目对抗模式进行教学，让电商培训落地
生花，为电商事业发展注入活力、增强后劲。

小学校走出

电商“弄潮儿”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王琦 报道
本报昌乐讯 10月28日，昌乐县宝都街道南三里

村年近70岁的王大爷从村委会领回家一本小册子，这
本小册子名叫《违法“成本”核算法》，里面浅显易
懂的普法知识，让王大爷爱不释手。

为让普法知识更加浅显易懂，昌乐县编制了《违法
“成本”核算法》宣传手册。手册中以“算账”的方式让居
民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法律提倡的、
什么是法律坚决反对的，内容涵盖信访、违法建设、环
境污染、医闹、吸毒、邪教、传销、赌博等，内容短小灵
活、题材多样，深受群众喜爱。目前，近10万户居民家庭
已免费领到这本小册子。

昌乐：家家有本
普法“小册子”

广告

42年打了一口井的贫困村有了大变化，“第一书记”孙磊：

“来了就要为村民做点实事”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青州市庙子镇梨园店村位于山区，受制
于交通不便、灌溉困难等因素，以前是一个
道路泥泞、臭水横流的贫困村。如今，走在
村里，道路整洁，杨柳低垂，村民喜气洋
洋，生活惬意。

2015年3月，潍坊市委政法委专项工作科
科长孙磊被派驻为梨园店村“第一书记”。
“当时我暗下决心，既然来了，就要为当地
的村民做点实事。一到村里，我就跟村党支
部书记一起走访贫困户和党员代表，详细了
解村民们的需求。”孙磊说。

昔日“害人沟”如今美如画

11月4日，在梨园店村村委前，73岁的村
民蒋光兰坐在横穿村庄的河边晒太阳，“我
家住在这条河道旁边，原先河水都臭了，夏
天根本没法开窗户。而且，一下大雨就发洪
灾，房子被淹过好几次。”

初到梨园店村，孙磊了解到横穿村中间
的“害人沟”是村民们最想解决的问题。据
梨园店村党支部书记高云亮介绍，“害人
沟”是条长1000多米的河道，已经横在村里42
年了，垃圾占满河道，既不利于泄洪，又严
重影响村民生活。

“我们驻村工作组提出了‘清淤泥、筑
堤坝、栽乔木’的治理方案。”孙磊说，方
案有了，资金又是大难题，高云亮筹措了一

部分，但远远不够。为此，孙磊和潍坊市委
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四处奔走，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就筹集到了资金，并聘请了相关技术人
员和专业施工队。

经过6个月的努力，共投入120余万元对
“害人沟”彻底治理，清理河道800余米，筑
坝2000余米，加固桥梁1座，新建桥梁1座，对
3个养鱼池、3个种藕池进行了池底防渗处
理，河道两侧栽种绿化苗木2700余棵。“害
人沟”旧貌换新颜，成了风光秀美的“清水
河”。

整治“害人沟”的同时，孙磊考虑到梨园店
村没有村集体收入，是村内无法进行具体项目
建设的主要原因。经过多方考察，在庙子镇党
委政府的支持下，梨园店村成功吸引南方一家
光伏太阳能企业落户，为村集体每年增收4 . 5
万元，一举摘掉了省定贫困村的帽子。

帮助村民解决困难

“现在身体好多了吧？”11月4日，记者
跟着孙磊来到了村民邱为德家，一进门，孙
磊就走到床前跟他闲聊了起来。今年70岁的
邱为德16年前遭遇车祸，腿部留下残疾。
“现在有钱治病了，身子好多了。不光每月
能领 1 6 0多元补助，参加了合作社还能分
红。”邱为德说。

河道治理以后，如何最大限度发挥河道
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令村里贫困户脱
贫？由于村里的贫困户大多都是老弱病残，

如果给他们项目也很难完成，不如由村里成
立合作社，将他们吸纳为合作社社员。“我
们决定在河道里养鱼种藕，成立合作社。合
作社有了收益，贫困户也就有了收入，可以
带动他们脱贫。”孙磊说。

最终，梨园店村选择购入白莲藕，种植
面积10000余平方米，目前莲藕丰收在即，不
仅美化了村庄环境，还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推动贫困户脱贫，达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
益的有机结合。“下一步，我们准备再增加
莲藕种植面积5000平方米，为村集体增收，
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孙磊说。

梨园店村山地和荒山资源丰富，适合特
色种植。“2015年冬，我们组织力量对200亩
荒山进行了整理，今年春天投资18万元，栽
种优质苹果树苗4500棵，目前长势良好。”
孙磊说。下一步，打算依托2016年上级拨付
的34万元产业扶贫资金，进一步增加果树面
积，再吸收4户贫困户参与经营。

依托新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2015
年，梨园店村将3户贫困户纳入种藕项目，
2016年将7户贫困户纳入果树种植项目。73岁
的村民邱明莲只能靠轮椅出行，长期的病痛
折磨让她一度失去生活信心，如今，她也加
入了村里的合作社。“有了固定的分红收
入，有什么困难也可以向村里反映，村里帮
我一起想办法。”邱明莲说。

村民过上城里人生活

梨园店村缺水，由于吃水困难，多年来
一直靠借邻村的水过日子。前几年，村里打
了口机井，机井抽水后，村民再放到自己家
的水池里。“这是梨园店村42年来打的唯一
一口水井。但是村里一年抽不了几回水，水
窖里的水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死水，特别是
夏天，高温导致水很容易变味。”高云亮
说。

孙磊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多方筹措了42
万元，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在山坡上建立了
一个高标准、高质量的容量为540立方米的蓄
水池，铺设主管道600多米，家家户户都吃上
了自来水，吃水难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同
时解决了山地灌溉问题。

梨园店村村委原办公室不仅位置偏僻，
还是危房，群众办事不便，无法满足办公需
要。经过调研，孙磊筹集资金建成了面积460
平方米的村委办公楼。针对村内部分道路破
损严重的问题，今年6月，孙磊结合交通部门
落实“户户通”公路建设补贴政策，对村内
两条主干道路进行了硬化，极大方便了村民
生活。

此外，梨园店村还新修生产路3公里，全
部更换了供电线路，新安装LED路灯25盏，
建成了1500平方米的健身广场。“以前我家
前头这条土路，车辆无法通行，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蒋光兰说，现在可好
了，这水泥路面，下雪也不怕，城里路啥
样，我们这路也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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