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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祥“智慧党建云平台”直接管到村党员干部

监督管理一“眼”看到村
□本报记者 吕光社 尹彤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胡善黎 杜杰

12月6日上午8点，像往常一样，嘉祥县嘉
祥街道北关社区村党支部书记王耀东来到社
区服务中心，打开“智慧党建云平台”，手指在
指纹签到器上按了一分钟，屏幕上显示签到
成功。“这一分钟是在录像，为了防止有人代
签。”王耀东告诉记者，村党支部书记每月签
到不少于12天，每天早、中、晚三次签到。最初
大家嫌麻烦不理解，现在已形成一种习惯，

“这样可以约束村干部坐班为村民办事，自己
有事时也不能走远，村民可以随叫随到。”

自去年7月1日起，嘉祥启动“智慧党建
云平台”系统，通过全程纪实、视频会议、
指纹签到等手段，对村干部坐班、村党组织
“三会一课”、村务公开等情况进行监督，

县、乡组织部门负责人通过系统可以“一
眼”看到村，会议也可以“一步”开到村，
考核直接管到人。

“有的村干部因为要忙自家的生计，把
村务当成了副业，有事才到村委会，党组织
生活有时也不健全，导致基层党组织涣
散。”嘉祥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新安介绍，
原来县、镇对村干部考勤只能靠听汇报、电
话抽查、实地暗访，工作量大，效率也低，
也容易出现人情“遮挡”。“智慧党建云平
台”建立后，实行村干部签到制，县乡党委
通过平台能看到村干部每月、每天签到的情
况，并根据签到情况，对他们进行考核管
理。“不按时签到人员，则采取停发补贴和
个别约谈的办法进行督促。”

今年以来，嘉祥各村居党支部书记每月
坐班时间达不到12天的由1月份的129人，降

低为现在的个位数。“如今一切用数据说
话，讲的是真凭实据，不管处置谁都心服口
服，风气一下子扭过来了。”王耀东说道。

嘉祥县通过“智慧党建云平台”对村级
党组织组织生活开展情况全程记录，参会人
员全部指纹签到，以备在线抽查或事后检
查。“后台管理系统能够查询党员参加组织
生活情况。”张新安介绍，党员参加几次活
动、什么活动都有详细记录，连续超过三个
月不参加组织活动的党员，平台会自动报
警，超过六个月的会及时提醒党务干部对党
员作出相应的处理。

“上个月开会时，村里召集群众代表、党
员代表商量打井的事，来了先指纹签到，开会
的时候又进行了录像。”万张镇曹庄村村民张
殿庆说，如今开会都有记录，谁来谁不来一眼
看清，来参加活动的党员越来越多了。

“智慧党建云平台”还可以对党员组织
关系接转情况进行在线跟踪，对党费收缴情
况进行在线提醒，有效防止了“口袋党员”
“失联党员”和党费不按时、不足额缴纳问
题的发生。目前，连续三个月不参加组织活
动的农村党员由第一季度的2657名，降低为
第二季度的1449名、第三季度的338名。

村内财务公开很受群众关注。为管好用
好村集体资产资源，嘉祥县还将村财务报账
和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公开搬上“智慧党建云
平台”，各镇经管站通过平台实现电子记账，
按月巡查村级财务月清月结、按时下账情况，
村民可以在云平台上查看本村账务。

据介绍，村财务在“智慧党建云平台”公
开后，先后发现纸坊镇武翟山村等4个镇(街)、
17个村党组织不严格遵守财经纪律，有关部
门对他们进行了通报批评和追责问责。

我省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立6年来，一度受产品杂、不规范等因素困扰———

联合社如何“联”“然中然”仍探索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都镇强

“加盟联合社的合作社本身运行不规
范，加之人才匮乏、市场变化等因素，联合
社前几年的发展曾经一度遭遇瓶颈，难以有
所作为。”12月7日，位于青州市高柳镇的
潍坊然中然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
程金厂告诉记者。

潍坊然中然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共
有10家注册合作社会员，于2010年12月23日
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是我省首家登记注册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立之初，包括
程金厂自己的青州市绿龙蔬菜生产专业合作
社在内，10家农民合作社铆足了劲头准备大
干一场。为打开高端市场，联合社与北京有
机农庄欧阁科贸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房山区
华冠超市集团等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企业
展开合作，将高端精品有机蔬菜、无公害普
通蔬菜、冬雪蜜桃等特色农产品输送到一线
城市市场上。同时，联合社利用其产品品种
多的优势，开展特色农产品礼盒销售，并试
点在青州城区开办了一家专卖店，为联合社
所属的各个专业合作社提供一个产品展示和
业务洽谈的平台。

然而好景不长，联合社的发展开始遭遇
瓶颈。当时有机农产品市场乱象丛生，不时
有非有机产品冒充有机产品的事件发生，有
机产品遇到信任危机，加上有机产品价格比
一般产品高出不少，原来多数在一线城市销
售的有机产品开始出现滞销，不少大型超市
甚至不再设置有机蔬菜专柜。“以我自己的
绿龙蔬菜生产专业合作社为例，高端有机蔬
菜的销售一度占据合作社业务的15%，但在
2012年、2013年，我们的有机蔬菜基本卖不
动了，一时间感觉没了方向。”程金厂说，
其他9家合作社会员也由于管理不规范、产
品不统一、人才匮乏、资金短缺等因素，进
一步制约了联合社的发展壮大。

与此同时，联合社的实体专卖店也到了
“赔本赚吆喝”的境地。虽然只是一个200
平方米的专卖店，但包括房租、职工工资、
水电、物业等费用在内，每年需要近15万元
开支，加上农产品优质不优价、开拓市场能
力弱等因素，专卖店于2014年关了门。

如何让联合社健康发展？这几年，程金
厂一直在思考，他认为联合社要想有生命
力，必须提档升级。然中然联合社从2010年
成立至今，没有再扩大规模，合作社会员依

然保持在10家，程金厂自己的绿龙蔬菜生产
专业合作社会员则从241家减到了227家。在
控制好规模的同时，程金厂对联合社进行了
重新定位。“联合社不能一味地只推销各会
员的产品，而是应该回到服务会员的初心上
来。”程金厂说，从2013年开始，他们开始
尝试为会员提供更加细致的服务，如提供新
材料、新技术、新模式等服务。

联合社会员之一的青州市王坟镇清风寨
山楂合作社，前一阵子想试水农业旅游项
目，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为此，程金厂带
领联合社其余几名会员，专程前往对他们进
行一对一帮扶，具体到生态蔬菜大棚如何搭
建、旅游项目如何布局设计等，都提供了细
致的服务。

2013年4月，受益于供销社系统开放办社
的改革，程金厂成了青州市高柳供销社主
任。有了供销社这个更大的平台，程金厂开
始借助大船助推联合社发展，实现了供销社
和联合社的融合发展。今年7月8日，高柳供
销社整合社会资源建设的为农服务中心正式
启用，这是青州市第一家投入使用的标准化
为农服务中心，它集测土配方、智能配肥、
统防统治、农民培训、农资超市、电子商务

等于一身，发挥政策优势、功能优势和信息
优势，搭建起一头连政府、一头连农户的桥
梁和综合服务平台，为农民提供更科学、更
贴心的多样化服务。12月7日，为农服务中
心测土配方室化验员张伟新告诉记者，这天
共为高柳镇桥里王村12个农户的土壤进行了
化验开方，提供了配方肥。记者看到为农服
务中心还设有“农民学校”，“我们聘请潍坊农
科院、青岛农业大学、寿光农业局等单位的专
家，定期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今年正月十五
开班，到现在仅室内培训就有27期，另外还有
大量的室外培训。”程金厂介绍。

此外，在试水实体店不顺利的背景下，
程金厂开始尝试电商模式，借助电商将联合
社的产品推广出去。他们成立的青州市农帮
手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由联合社运作，在
销售联合社农产品的同时，还为青州市供销
系统的400多家村级服务站提供线上信息交
流、线下产品配送的服务，形成了上下贯通、
左右关联的农产品、农资及信息的综合平台。

“发展电商是形势所趋，因为它更高效便
捷，而且投入少，费用低。”程金厂说。

联合社到底该怎么发展，“然中然”还
在继续探索。

广告

□记者 从春龙 董卿 报道
本报蓬莱讯 蓬莱市文广新局将未成年人教育和保护

作为重点工作，发挥文化优势保障少年儿童的文化权利。
2016年，该局优化完善农村、社区图书室、农家书屋162个，
建成了遍布全市的市、镇(街道)、农村(社区)图书馆网络。

蓬莱市文广新局以网吧、娱乐场所、出版物经营单位为
重点对象集中开展专项整治，净化学校周边文化环境。先后
出动执法检查人员257人次，开展安全隐患排查10次，整改
安全隐患67处，查处网吧违规经营案件3起，取缔无证游戏
厅1家、校园周边非法音像图书摊点2个，收缴侵权盗版音像
制品460张、盗版书刊216册，没收游戏机电路板5块。

2016年，该局先后组织、策划、参与各类活动1100
场，其中大型少儿类演出22场。同时加大对少年儿童的文
艺辅导力度，组织社会文艺人才和文化志愿者广泛开展针
对未成年人的专业辅导活动；针对未成年人举办面向中小
学生的寒暑假公益培训班，培训学生620多人。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王庆臣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2月16日，作为颇具“海绵特色”的青

岛首个市政道路雨水收集池，市南区佛涛路雨水收集综合
利用项目进入施工阶段。

该项目共两个蓄水池、一个渗透池，主要是对市南区
佛涛路北端部分道路雨水及青岛植物园南侧、太平山山体
南麓约15公顷面积汇水面进行雨水分流收集，蓄水容量达
345立方米，可以满足1万平方米绿地20天的浇洒用水。

PP模块雨水蓄水池是本次“海绵城市”的主角，也是实
施雨水回用、雨水错峰非常关键的部分。工程设计方案按照
设计降雨量计算，综合效益评价法以及周边绿化用水量校
核最终PP模块蓄水水池的容量确定，既考虑了夏季大雨较
多、降雨频率高、用水量大等因素，又考虑了太平山山体雨
水的特点。

蓬莱打造市镇村

三级图书馆网络

青岛市南区
建设“海绵”蓄水池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张友申 报道
本报郓城讯 为解决贫困户脱贫增收的问题，郓城县

唐塔街道司庄村脱贫基金会于12月15日正式成立。据悉，
这是菏泽市成立的第一家脱贫基金会。

司庄村脱贫基金会由街道干部、爱心企业、致富能
手、村民自发捐款，善款全部用于本村贫困群众。12月15日
上午，在脱贫基金会正式启动仪式上，街道干部，爱心企业，
司庄村部分老党员、个体代表、致富能手带头捐款29000余
元。为管理好脱贫基金，要求村委管理，管区监管，街道备
案；贫困户申请时，由村委上报、管区审核、街道备案的程序
进行拨付，确保脱贫资金用实、用好，不触碰“高压线”。

唐塔街道司庄村共430人，贫困人口23人。驻村扶贫干
部王海涛认为，扶贫工作不仅是政府的事、干部的事，更需
要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来完成，提高社会各界对社会力量参
与精准扶贫的认同感，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当王海涛提
出能否在村成立脱贫基金会、作为村级“造血型”救助项目
这一设想时，就得到了司庄村村民的一致响应。

郓城成立村级脱贫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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