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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聊城分社、《聊城新闻》法律
顾问：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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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梦 孙亚飞 田勇

11月16日下午1点40分，聊城市高新区顾官
屯镇西程铺村约50平方米的活动室里坐无虚
席，来得稍晚的村民搬着自家的马扎找位置，
和几个老姐妹靠南墙挤坐在一起的孟金焕就是
其中之一。今年73岁的孟金焕和在场的村民一
样，想听听鲁西集团化肥事业部农化中心主任、
高级农艺师张荣品是如何讲授小麦种植的。

下午2点，张荣品进行了简单的热场后，便
就小麦高产的条件及限制因素、小麦播前准
备、种植技术、冬小麦的田间管理、小麦的病
虫害防治等五大部分内容，开始授课。

“小麦倒伏的一大因素，就是种植密度太
多。大家一般种子撒多少啊？”听到张荣品的
提问，孟金焕小声嘀咕：“也就60来斤吧。”

“一般在 2 5斤以下，最多不能超过 3 0
斤。”听到这里，孟金焕说：“哎呀，咱们以
前超了这么多啊？还老怕不够苗哩。”

在近40分钟的授课中，张荣品每提出一个
问题，孟金焕就会在嘴边嘀咕出一个答案，但
是答案往往与张荣品的解答有偏差。“咱都种
了大半辈子的地了，今天才知道出了这么多错
误。”课后，孟金焕向记者感叹。

她家种着5亩地，往年亩产1000斤小麦。“以前
从没来过专家讲课，咱就是按着老经验种。今天
听了专家的课，回去得好好试试去。”

走出了活动室，张荣品又带领村民们来到
村里的一处麦田，为大家实地授课。

在地头，张荣品指着一团密密麻麻的小麦
苗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地头的小麦往往长
势不好，这是因为大家在撒种的时候没有撒
匀，地头往往长得稠。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呢？”说着，张荣品弯下腰，每隔一段距离就
拔出一把麦苗，然后用脚将土踩实。“大家不

要觉得拔出了是浪费，其实这样能让地里的小
麦拥有更好的生长环境。”

“为啥俺家的苗发黄啊？”“为啥俺家的
麦子容易受冻，人家的不受冻哩？”……在麦
田里，村民们围着张荣品不断发问。等基本将
大家的问题回答完后，张荣品说：“乡亲们，

这次授课只是我们党支部和西程铺村党支部‘1
+1’好支部共建行动的一个开始，以后我们还
会定期来为大家举办类似的培训。大家也都有
我的电话，有问题可以随时跟我联系，我作为
鲁西集团化肥事业部管理处室党支部的一名党
员，一定会尽心为大家服务的。”

西程铺村党支部书记刘恒富告诉记者，“1
+1”好支部共建行动以来，鲁西集团化肥事业
部管理处室党支部已经是第二次来村开展活动
了。这一次，鲁西集团化肥事业部管理处室党
支部结合村中以小麦种植为主的现状，安排张
荣品有针对性地授课让村民受益匪浅。

“现场培训农业技术只是我们党支部活动
安排中的第一部分。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来
村里宣讲十九大精神，帮助完善村两委制度，
与西程铺村党支部一起上党课。”鲁西集团化
肥事业部管理处室党支部书记周长太告诉记
者，“‘1+1’好支部共建行动不是简单的结对
帮扶，而是一个以强扶弱、互促共建的过程。
西程铺村是聊城市重点革命老区村。在接下来
的对接活动中，我们党支部也要认真学习他们
的优良作风。”

一堂课纠正了大半辈子的种植陋习
“1+1”好支部共建行动让村企互促共进

□记 者 李梦 孙亚飞
通讯员 马欢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1月18日，聊城市召开全市
“1+1”好支部共建行动调度会议，总结交流前
期工作情况，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分析研究
存在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会议听取了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国
资委、市卫计委、市教育局四个市直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及各县（市、区）党委组织部长、市
属开发区党工委政工部主任的工作汇报，指出
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并明确了下一步的
工作重点。

聊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杜昌伟说，“1+1”
好支部共建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高度
重视、迅速行动，及时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署，
各党支部主动沟通联系，深入了解社情民意，
积极对接共建需求，结合实际开展了学习宣传十
九大精神、发动党员捐款捐物、访贫问苦送温暖、
培训指导农业生产技术等共建活动，取得了初
步成效。但是，从调研了解的情况看，全市“1+1”
好支部共建行动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
现在思想认识有偏差、工作思路不清晰、共建
效果不明显、宣传氛围不浓厚四个方面。

各单位要立足本单位和共建党支部实际，

注重从三个方面同时思考：一是部门（单位）
党支部优势在哪里，能做什么；二是所对接的
村（社区）党支部特点和薄弱环节在哪里，需
要什么；三是共建双方能够优势互补、共同做
些什么。要在深入调研、深化思考的基础上，
从村（社区）党支部实际出发，努力寻找最佳
结合点，充分利用市县部门（单位）优势，真
正达到1+1＞2的效果。

记者了解到，聊城市委组织部就进一步深
化共识，共商共建方案以及进一步创新思路，
丰富共建载体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要求。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明确责任，党组（党

委）书记作为本单位共建行动的第一责任人，
要把“1+1”支部共建行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亲自抓研究、抓指导、抓落实，以普通党员身
份参加共建行动，推动支部共建工作有序有效
开展。同时，要综合运用各类媒体，加强舆论
宣传，总结交流新鲜经验，营造良好氛围，推
动共建行动向纵深发展。市县协调小组作为“1
+1”好支部共建行动的具体组织者推动者，既
要积极发挥作用，及时提出建议，推动面上工
作开展，也要注意结合不同阶段工作进展，精
心设计活动载体，分阶段抓好落实，引导各基
层党支部扎实开展“1+1”好支部共建行动。

聊城推动支部共建行动向纵深发展

寻找最佳结合点实现1+1＞2

□孙亚飞 报道
11月16日，在高新区顾官屯镇西程铺村的

麦田旁，张荣品在向村民答疑解惑。

□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双十一”期间，聊城市民

网购活跃，商品销售火爆。从11月12日起，聊
城快递件开始猛增，快递员加班加点揽件和
派件，收入比平时增加三分之一。

韵达快递莘县分公司负责人杜同广告诉
记者，从12日开始，快递员派件量猛增，一
天最多派件达到了7500多件，派件量最高的
快递员一天能挣460元。为了应对今年“双
十一”，韵达快递莘县分公司还投资安装了
传送带设备，大大提高了分拣效率。作为瓜
果之乡，韵达快递莘县分公司一天揽件量达
到2600件，农产品占了很大比重。

11月17日，在聊城市城区北环香华物流
园，百世汇通东昌府区分公司负责人赵振华
告诉记者，平时揽件量在15000件左右，11
日至14日，聊城市城区的揽件量达到了每天
5万件，比去年“双十一”高出1倍。据了
解，这些卖出去的货物多以阿胶类产品、服
装、图书为主。

聊城瓜果阿胶

“双十一”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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