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2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刘蓬基

电话:(0546)8355199 Email:dzrbdyxw@163 .com区域20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庞曼 周晓 报道
本报东营讯 3月16日，记者在东营市垦

利区垦利街道荆岭村村民王增学家中，看到养
殖架上一个个养殖箱内，小小的黄粉虫正安静
地睡着，因为气温相对较低，黄粉虫并没有像
往常一样蠕动着身子。“俺现在养得少了，绝
大部分都分配到了贫困户家里。”作为村里第
一个黄粉虫试养人，王增学免费把经验都传授
给了邻居。

王增学介绍，黄粉虫的蛋白质含量丰富，
营养价值高，既可食用也可做天然饲料，用于
家禽等多种禽兽的养殖，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而对于它的饲养，也是非常简单。“面麸、蔬
菜、水果等都可用于黄粉虫的饲料，养殖温度
一般控制在15℃到30℃即可，不需要太亮的光
线。”荆岭村党支部书记翟向锋说，考虑到黄
粉虫的养殖方法比较简单，便决定将黄粉虫分
配到年老且尚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家中，并成
立裕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专门进行饲养指
导。

“俺年龄大了，也没法出去打工，现在村
里提供虫苗，俺只负责在家里养，合作社帮着
销售，很省事。”65岁的贫困户王京水高兴地
告诉记者，别小瞧这黄粉虫，养殖户每年凭借
它可获得近3千元的收益。

垦利街道带领贫困村、贫困户脱贫的方式
多种多样。无独有偶，东兴村则根据村里多年
来海上捕捞业的发展，通过多方扶持，购买了
一艘动力为300马力的渔船，渔船通过东兴渔

业捕捞专业合作社租赁给黄河入海口湿地游船
旅游公司经营，2016年共发放资金3万余元，全
部用于贫困户脱贫致富。

无论是荆岭村的黄粉虫养殖，还是东兴村
的渔船捕捞，无不体现了垦利街道探索的贫困
群众在合作社里分红、在产业链上增收的扶贫
模式，实现了由“输血”向“造血”、由“短
期帮扶”向“长期收益”的转变。

据了解，2016年，垦利街道建档立卡贫困
户185户377人，其中荆岭村、西坨村、东兴村
均为省定贫困村。为全力打响扶贫开发攻坚

战，垦利街道创新实施“产业扶贫、整村扶
贫、安居扶贫、爱心扶贫”四大扶贫工程，探
索“帮扶资金+合作社+贫困村+贫困户”“龙
头企业+贫困村+贫困户”“公司+农业项目+贫
困户”等多种产业扶贫模式，改善贫困村生产
生活条件，扶持发展致富产业，搭建贫困户脱
贫致富平台。目前，垦利街道建档立卡的185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3个省定贫困村也已成功
“摘帽”。

贫困户脱贫、贫困村“摘帽”并不代表着
垦利街道精准扶贫的道路已经走完。目前，垦

利街道建立了贫困群众动态管理制度，及时对
困难群众进行信息采集，对新增贫困户和返贫
户按程序及时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管理，对达
到退出条件的严格按照退出程序退出，确保应
保尽保。同时，街道鼓励贫困户自主创业，并
给予创业补贴并协调申报小额贷款，支持鼓励
产业项目实施主体帮扶带动贫困户发展经济，
在脱贫攻坚期内，垦利街道与景明水产、德盛
农业等7个优质产业项目结对帮扶，加大对优
质产业项目的扶持力度和优惠政策，解决已脱
贫人员就业，带动脱贫人员长期脱贫。

□李明 孙孟建 报道
本报广饶讯 在广饶街道西苑社区，每当

夜幕初降，妇女们或亲朋好友结伴，或婆媳姊
妹同行，纷纷前往社区健身广场。广场上，只
见一位文艺骨干在前示范，相约而来的妇女同
胞们自发组成百余人的健身方阵，伴着音乐的
节拍翩然起舞。

在这支队伍里，有上至年过7旬的老太
太，也有正值桃李年华的年轻女孩，不断吸引
路人驻足欣赏，并加入其中。谦和温柔的灯
光，富有动感的音乐，整齐划一的身姿，轻松
愉悦的笑脸，还有健身广场周边促膝闲谈的老
人，奔跑打球的孩童，锻炼健身的青年，绘就

成一道健康和谐的“文化风景线”。
广饶街道以提升公民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

为目标，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以环境整治为突破口，不断加强阵地建设，创
新活动载体，营造出了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

整洁的巷道纵横交错，条条水泥路进村入
户，统一粉刷过的白墙错落有致……这是记者
在该街道东三里村看到的景象。

村居环境直接关系到村民的生活质量，该
街道结合创建国家卫生街道活动，以道路硬
化、村庄绿化、街院净化为重点，大力开展环
境综合整治活动。对村居道路进行了硬化，对
农村“三堆”和生活污水、破屋烂舍等影响环

境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清理，建立了村居保洁队
伍和卫生检查制度，落实“门前三包、户内达
标”责任制，对各村居主干道路两侧的街道进
行高标准绿化，全面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与此同时，广饶街道还狠抓农村精神文明
阵地和队伍建设，在各村居主要街道设立了科
普宣传栏，建设了文化大院、农家书屋、文体
广场，为农民求知、求美、求乐、求健康提供
了便利场所。此外，该街道还在各村居成立了
文艺队伍，组织各类群众性文化演出，农民自
编自演，通过唱身边人、身边事，起到了潜移
默化的教育作用，营造出了文明创建的良好氛
围。

3月20日，该街道颜徐社区的姜艳欣喜地
看到，自己的大幅彩照和孝敬老人的事迹登上
了村头的“道德文明榜”。同时，另有7个在
敬老助残、热心公益、倡树新风等方面表现突
出的优秀村民也一同登上了“道德文明榜”。

为加强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
育，努力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该街道积极开
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在各村居社区积极整
合各种创建资源，开展了“十星级文明户”
“好媳妇、好婆婆”“十大孝星”等创评活动
以及“创建文明社区、争做文明市民”活动，
让农民群众在参与活动中受到教育、得到提
高。

□ 本报记者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岳科田 王丹琪

新风“吹”进农村大街小巷

村民姜杰民没想到，几年前还是“东一片
杂草、西一片垃圾”的大河村，如今变得俨如
一个小花园：路边栽种的绿化树冒出了新芽，
星星点点的翠绿映衬着白墙黑瓦，曾经迎风乱
舞的方便袋、碎纸片也乖乖地“走”进了垃圾
桶。

大河村位于东营市垦利区兴隆街道的东北
方向，自然条件较差。几十年来，大片荒碱地
虽然粮食产量低，却也一直费力地供养着村
民。“村民都把心思放在了挣钱养家糊口，给
子孙盖个敞亮点儿的房子，对自家庭院外环境

的好坏几乎不关心。”说起之前村里的情况，
姜杰民颇感无奈。

而自2014年开始，一股绵延至今的乡村文
明风“刮”到了大河村，“脏、乱、差”成为
村里的“全民公敌”。“一时间，垃圾进了
桶，文明上了墙，绿油油的树慢慢占领了光秃
秃的路两旁。老百姓们看在眼里，也乐在了心
里。”大河村村委员袁洪瑞说。

和大河村一样，在乡村文明行动的不断深
入推动下，兴隆街道辖区所有村子的环境水平
正在一步步提升。而环境的不断改善与当前街
道完善的制度督促紧密相连。为实现乡村环境
整治的合力，兴隆街道强化责任分工，实施了
班子成员包村、包企业制度，明确各村、各企
业及环卫公司治理区域及治理重点。“我们定
期组织包村领导到各村进行督导考评，并及时
将考评成绩在全街道进行通报，还安排专人不
间断巡查企业周边环境卫生状况，对发现的问
题通报各包企业领导，由包企业领导负责督促
企业整改落实，旨在一举彻底改变辖区居住环
境‘脏、乱、差’的局面。”兴隆街道宣传委
员王磊说。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城乡环卫
工作水平，改善城乡环境面貌，街道还探索实
行环卫工作市场化运作模式，将环境卫生工作
纳入了规范化、专业化、日常化的发展轨道。

据统计，2016年以来，兴隆街道共投资70
余万元用于清脏治乱工作，调用机械350余台
次、人工3200余人次，清理“三堆”200余个、
大型建筑垃圾堆40余处、农业生产垃圾和生活
垃圾200余吨，辖区环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倡树身边好人榜样

同兴花园里的四德广场经常成为小区居民
关注的焦点，因为这里不仅发布村里的各种政
务资讯，还是村民见贤思齐的好地方。每每有
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四德广场上的老老少少围

在宣传栏旁，相互交流探讨着善行义举“四德
榜”上的人物。一时间，向好、学好的风气弥
漫在整个同兴花园里，文明之风也愈吹愈猛。

“杨素梅是个好媳妇，家里的杂务一人全
揽，老人的日常开支也一并全包，值得我们大
家伙学习。”虽然和杨素梅一同上榜了黄店村
的“好媳妇”，但杜金花却认为自己做的还不
够好，需要继续努力。

德不孤，必有邻。兴隆街道除利用社区广
场、文化大院等公共场所积极打造示范点外，
还在辖区内各行政村、规模以上企业、机关、
学校等建有标准的善行义举“四德榜”。以弘
扬传统美德为重点，街道通过在辖区张贴宣传
画、发放明白纸、开展“新农村新生活”培训
班等形式加强对单位职工、辖区群众文明礼
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培
训引导，干部职工、群众素质有了较大的提
升。为积极推进“四德工程”建设，街道在辖
区也积极组织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不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在身边、身边好人事迹
宣讲，向群众发出学习雷锋精神、学习道德模
范的倡议，倡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观。

农村繁缛的婚丧礼仪一直影响着群众性精
神文明的深入。针对婚丧嫁娶，兴隆街道积极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在搞好试点建设的基
础上，拓展工作领域，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
约列入全区乡村文明行动群众满意度电话调查
内容，加大工作推进力度。目前，各行政村均
已建设移风易俗公示栏，并根据各村实际情况
随时更新内容。

人人爱听 人人爱唱

吕剧《四个大嫂夸渔洼》，86岁的单连英
老人和其余的三位邻居姐妹已经坚持唱了15

年，这个渔洼村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作品，一
直深受村民们的喜爱。“逢年过节，小到村里
的乡村剧场，大到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大舞台，
只要受到邀请，我们姐妹从来都不缺席。”单
连英老人说，四姐妹如今已经成了渔洼村里的
“名人”，她们也从中找到了生活的乐子。

在渔洼村这个全国文明村，随便敲开一扇
门问及吕剧等文化活动，村民们的满意之情都
溢于言表，有的甚至可以当场哼上一段。

渔洼村“人人爱听、人人爱唱”的优秀传
统，与多年来兴隆街道坚持“文化凝聚民心、
文明引领发展”的工作思路密不可分。几年
里，兴隆街道积极实施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级
文化活动中心、村级电子阅览室、农家书屋等
建设项目并达到验收标准，形成了街道有文化
站、文化广场，村里有文化大院的公共文化服
务格局，为繁荣文化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繁荣群众文化，举办相关文化活动是发展
的有效载体。兴隆街道紧紧抓住这一要领，去
年以来，兴隆街道组织参加了垦利区第十二届
文明乡村与文明社区秧歌大赛、“舞动垦利·
唱响和美”广场舞大赛等；在街道大河村和渔
洼村分别组织了开发区（兴隆街道）百姓大舞
台暨迎新春文艺汇演、纪念“7·11”世界人口
日文艺汇演等；企业职工篮球赛等各类群众文
体活动共计30余场。累计为各村放映电影190余
部、送戏下乡100余次，进一步丰富了群众文
化生活。

同时，兴隆街道广泛开展志愿服务行动，
进一步壮大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伍，结合“我们
的节日·我们的黄河口”主题系列活动，开展
了“弘扬雷锋精神、开展志愿服务”为主题的
系列活动。着眼于群众素质提升、农民致富技
能，结合“新农村新生活”积极开展文明礼仪
知识、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安全技能知识、
健康保健等培训班50余次，切实将“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落到实处。

群众性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呈现质和量双提升

文明新风吹入百姓家
◆近年来，东营市垦利区兴隆

街道严格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

署要求，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促进乡村文明行动不断深

入，以爱德、诚德、孝德、仁德

为主要内容的“四德工程”建设

逐渐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群众性文

化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也呈现质

和量的双提升，街道也因此于去

年被顺利评选为省级“文明村

镇”，垦利精神文明“新高地”

的地位日渐凸显。

和谐主旋律唱响社区

实施四大工程 搭建致富平台

“一村一策”让精准扶贫见实效

□康瑞祥 李广寅 报道
3月19日，在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街道

未成年人志愿服务体验教育基地，志愿者
们正在给游玩的小朋友及家长们宣传文明
出行相关知识。

连日来，黄河路街道组织多支学雷锋
志愿小分队采用宣传车、设立宣传咨询
点、发放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
文明出行知识，扎实推动文明出行宣传教
育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医院、进
工地、进社区、进农村、进景区活动，旨
在增强居民的文明交通意识，倡导文明交
通新风。

□李明 牛超群 报道
本报广饶讯 眼下，春回大地、草长莺飞，

正是植树造林的好时光。广饶县大王镇抢抓春季
绿化黄金期，全面掀起造林绿化工作热潮。

3月10日，一年一度的广饶县义务植树活动
在大王镇物流园区举行。广饶县委书记梁润生带
领全县60余个部门和县直单位共800余名干部职
工，为大王镇增添了更多绿意。上午8点30分，
浩浩荡荡的植树队伍到达目的地，同志们自带铁
锹等工具，大家分工协作，有的挥锹铲土，有的
提苗扶正，认真做好每一道工序，尽量保证树苗
成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4000余棵树苗整
齐列队，让原本荒芜的土地焕发了勃勃生机。

“这些树苗全部都是樱花，都是咱们大王林
场自己培育的树苗，不仅成活率高，而且美观，
现在种下，等到四五月份，就是一片花海了！”
在植树现场，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吕兴
卫自豪地望着眼前这片土地。

据了解，为全面改善生态环境，大王镇加快
实施三年（2016-2018年）增绿总体规划，“丰
富一个林场，治理两条河流，改造三条干线，更
新四种林带，提升五类场所”，力争三年造林面
积超过3000亩，新植树木25万株以上，逐步实现
“镇村森林环抱、道路绿树成荫、河道林水相
依、田间林茂粮丰、企业绿地成片、学校鸟语花
香、小区郁郁葱葱”的绿色生态风貌。

按照“三年增绿”目标任务，大王镇从2016
年冬天开始，围绕环城镇、路域、水系、农田林
网等重点区域，有序实施经济苗木、景观苗木替
换老杨树，重点实施高速公路绿化提升工程和农
田林网建设提升工程。计划在长深高速公路大王
段绿化1200亩，在新潍高路大王段绿化320亩，
片林改造升级1330亩，到今年春天全面完成2850
亩的年度植树造林任务。

同时，贯彻“增出品味、增出标准、增出效
果”的理念，大王镇狠抓长深高速大王段两侧背
景林、新潍高路西段两侧绿化改造提升等工程，
增强干线公路绿化视觉效果，做到一次成景、一
次成型。同时提升织女河生态林场精细化管理水
平，突出抓好林木养护和森林防火，大力发展苗
木产业和林下种养殖，努力建设“百年林场”。

说到林场，南陈官村的陈红梅感慨颇多。
“以前晚上想遛弯儿都没处去，大马路上尘土飞
扬的，真不愿出门。”提起近年来的变化，陈红
梅喜笑颜开，现在好了，林场这里环境好，空气
质量也好，每天晚上到林场遛弯儿成了她和老伴
儿的必修功课。

如今，不论是镇区，还是村庄，走在大王镇
的大街小巷，处处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绿意，开展
植树造林、营造良好生态环境，让大王的天更
蓝、地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这个生态宜
居的现代化小城市正以更靓丽的姿态展现在众人
面前。

造林增绿让小城镇

生态宜居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程永锋 许云飞 报道
本报东营讯 3月19日，东营市垦利区董集

镇恒达农业采摘园里暖意融融。走进采摘园，草
莓的清香扑面而来，翠绿的植株上，鲜红欲滴的
草莓点缀其间，惹人喜爱，游客一边品尝一边采
摘，热闹非凡。“早就听朋友说咱这边有大棚采
摘，今天趁着周末正好带着孩子出来玩玩。”前
来采摘的游客张先生对记者说。

据了解，恒达农业采摘园现有两栋现代化草
莓温室大棚，草莓种植面积2000余平方米，每天
出产草莓约200公斤，采摘期将一直持续至5月
份。“我们采摘园里的草莓主打‘生态’二字，
草莓不打药，自然生长，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味
道香甜。”恒达农业采摘园负责人李腾飞介绍，
他们公司还与周边的学校合作，适时组织开展采
摘活动和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体验生活、寓
教于乐，真正丰富了市民休闲活动的内容，实现
了双赢目标。

在草莓大棚的北侧，西红柿棚里面也已经春
意盎然，挂在枝头红红绿绿的西红柿，飘来阵阵
果香。“我们产的西红柿呈粉红色，椭圆形，大
小均匀，入口微酸，嚼起来甘甜，回味有余
香。”李腾飞说，因为西红柿在种植过程中使用
的都是有机肥，属于无公害农产品，根本就不愁
销路，每年采摘期间都被采摘一空。

在董集镇，游客不仅可以感受生态采摘带来
的魅力，还可以来到位于黄河滩区的金岸田园赏
蝴蝶美景、体验田园生活，自己动手野炊烧烤和
各种休闲娱乐活动。如果没有时间过来亲手采
摘，金钊源020网上商城则为游客代劳，送上来
自黄河岸边的生态无公害农产品。

近年来，董集镇按照“科技引领，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的思路，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生态现
代农业转变，加快新技术、新品种推广速度，实
施样板带动战略，现代农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农业效益显著提高。以有机果蔬、花卉苗木、生
态养殖、种苗繁育、农业博览及观光旅游度假为
主导产业，董集镇着力打造东营西郊现代农业示
范区，重点建设黄河金滩现代农业示范园、万亩
优质苗木繁育区、创意农业休闲区、现代农业科
技孵化区、生态畜牧水产养殖区、高效生态种植
区和优质中草药种植区，建成集精品农业、高效
农业、生态农业和休闲农业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
范区。

目前，董集镇德荟源种植基地于去年4月取
得第一张有机农产品转换证书，恒达农业、金硕
农业也在积极参加有机农产品认证；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分别达到35家和13个，新注册农
产品品牌6个，完成农产品“三品认证”10个，
梦源家庭农场、清湖家庭农场被评为市级家庭农
场。此外，该镇按照“扶优、扶强、扶大”的原
则，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逐步建立一批龙头企
业集群示范基地，东营市恒志诚工贸有限责任公
司、东营恒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2家企业成功列
入东营市第十一批农业产业化市重点龙头企业名
单。

科技引领传统农业

加速“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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