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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卿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刘杰 徐 进

“去年一亩地分红了1600元加800斤化肥，今
年分红三四千不成问题。到了盛果期，村民什么
事不用干，一年就能分红七八千。”虽然红富士
苹果已经卖完，衣龙章还是隔三差五到果园溜
达溜达。宽行密植的果园里，长满保墒的青草，
他细细地端详着果枝上的花芽、叶芽。

衣龙章是栖霞市蛇窝泊镇东院头村村
民，今年61岁，用自己的土办法种了几十年苹
果。2013年，他庄重地摁下红手印，带着自己
的一亩果园加入了村里成立的果品专业合作
社，折合8000股。去年，有机苹果示范园第一
年少量挂果，他拿到了1600元分红，10袋化肥

（价值800元）。另外，靠着在合作社打工，他还
有36000元的工资收入。“今年又快要分红了，
估计一股分五毛不成问题。”衣龙章心情大
好，每天忙完喝点小酒。

近年来，栖霞农村面临空心化、老龄化的问

题，60岁以上老人超过30%，不少村常住人口60%
是老人。60岁以上党员占45 .1%，党组织书记50岁
以上的占75 . 9%。党组织战斗力不高，堡垒作用
发挥不到位。另外，老龄果树种植面积达40%，从
业人员普遍偏老，村集体经济薄弱，全市953个
村有经营性收入的只有15个。

“种种问题弱化了党在农村的领导能力。如
何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加
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走村社合一的
路径，用合作社把村民组织起来。”栖霞市委书
记陈兆宽说，“合作社谁来办？村级党组织来领
办！这是解决农村所有问题的‘牛鼻子’。”

2011年，东院头村在外“能人”——— 企业
退休职工林贤回乡担任党支部书记。2013年，
他带领村集体，引导140户果农以土地为“股
本”，每亩土地折价8000元、8000个股，并按1元
钱1股的比例吸收现金入股，共筹集2200万股，
成立了烟台格瑞特果品专业合作社。合作社
收益除生产成本和5%公积金、3%公益金外，剩
余的92%按股分给社员和集体（集体占8%）。

“今年苹果大多数都卖给北京、南京的客
户了。我们采用有机种植，价格能卖到7元到
10元，盛果期亩产8000斤，收入是普通果园的
好几倍。”林贤说，到盛果期，一亩地分红一万
元不成问题。去年村集体分红4万元，加上苗
木收入60万元，有了钱村里就能修路修桥改
善困难群众生活。

合作社在农村推广多年，目前大多数的
合作社为企业创办。其所谓“分红”，有很多只
能算是土地“租金”。农民在利益分配中，拿的
是小头。栖霞市通过村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掌握了利益分配权，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村民
和社员的利益。

栖霞经济开发区前法卷村集体拥有310
亩到期承包地。村集体收回后，投资500万元，
分3期集中改造成有机苹果示范园。“路北一
期这110亩已经改造完成了，四年挂果，五年
丰产，亩产能达4000公斤。我们采用的矮化自
根砧种植模式，跟路南的老果园对比很明
显。”村党支部书记曾宪宝说。

示范园获得的收益，80%按人口发放，剩余
20%作为集体收入。预计年可增加集体收入50万
元。2015年，村党支部又牵头成立法卷谷香果品
合作社，引导160户群众对土地入股，通过示范
园带动推进老劣果园改造。“以前单户改造，果
农四五年没有收入，现在通过村集体逐片压茬
推进。盛果期前，也能保证果农利益。”

“通过村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就是从
‘就党建抓党建’的自我循环，转变为‘围绕发
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良性循环。集
体增收、村民致富，村级党组织的话语权、战
斗堡垒作用也强了。”栖霞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陈隽说。

通过流转、租赁、托管、买断等方式，将土地
转让给合作社，使分散“小打小闹”转变为集中

“大户生产”，彻底解决了“无人耕种”的问题。栖
霞作为烟台苹果的主产区，100万亩果园中，老
龄果树品种面积达40%，树龄、品种、队伍、观念、
模式“五个老化”严重。通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有望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栖霞找到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新路径———

村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富民兴村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高磊平 报道
本报威海讯 万泉是一家净水器生产厂家的负责人，

也是威海创新园工业设计中心的首批入驻者。“我们是一家
初创企业，把产品设计研发中心放在这里，既能享受到便利
的专业服务，又可以得到同行们的帮助，有助于企业快速成
长。”11月22日，万泉告诉记者。

就在几个月前，这个威海首家工业设计创意中心所在
地还是一处闲置四五年之久的楼宇，变化来自于环翠区建
设“全域创新园”的举措。今年下半年以来，环翠区提出到
2020年打造10个以上成熟的创新中心，建成比较完善的“创
新中心+高端人才+引导基金+产业基地”创新创业生态系
统。建设创新中心，原则上不再新建楼宇，而是深挖中心城
区的沉淀楼宇资源，使之重新焕发生机。率先投入使用的

“威海创新园工业设计中心”是由一处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
的闲置楼宇改造而成。由鲸园街道为主投入近1000万元改
造，交由专业公司运营，主要面向工业设计、文化创意、服务
贸易等领域创业项目提供专业化创业孵化服务。目前，中心
已入驻项目10余个，引进高层次人才8名。

□记者 刘磊 马景阳
通讯员 杨永杰 魏启跃 报道
本报桓台讯 10月24日，在桓台县果里

镇西埠村卫生室的小院内，张公平与县妇幼
保健院的同事们简单地扒了两口早饭，便开
始为村里的适龄妇女检查身体。

西埠村是张公平与同事们的第304站，作

为活动现场宣传组织人员，张公平介绍，除了
春节仅有的十多天假期外，三年来，他们在各
个村之间共奔波3 . 2万公里。“年纪大了，身上
毛病也多，因为离县城远，原来去县城做一次
查体需要正儿八经地抽出一天时间，花钱又
费事。”今年62岁的周玉蓉说，“没想到如今流
动查体车到了村里，在家门口就可以免费做

检查了，还省了二三百块钱呢。”
桓台县委、县政府结合该县实际，将农村

妇女“两癌”筛查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和践行
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2014年7月21日，桓台县
卫计局、财政局、妇联联合下发了《桓台县市
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项目实施方案》，计划投
资2000余万元，决定利用5年时间，对全县11 . 8

万名35岁—64岁农村妇女实施“两癌”免费筛
查。此次“两癌”检查项目的费用，淄博市级财
政补助10%，其余由县级财政承担。文件下发
后，桓台县专门投资购买查体专用车，实行

“一站式”查体服务，陆续在全县开始了“两
癌”免费筛查活动。

“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地方政府责无旁贷。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两癌’检查项目事关广大农村妇女的生命健康
和家庭幸福，事关农村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与和
谐。各责任部门应形成合力共同完成项目的组
织实施。”桓台县委书记贾刚表示。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翟晨曦 张恒运 报道
本报鱼台讯 鱼台县唐马镇王堂村由4个

自然村组成，一条主干道将自然村串联了起来，
每到雨季，这条主干道就变成了“水窝窝”，再加
上路窄，经过的车辆经常掉进泥坑里，成为村里
的安全隐患。为了修好这条路，济宁市发改委派
驻该村第一书记樊杰协调了资金40万元。

可就在工程要上马的时候，沙子、水泥
等原材料价格涨了起来。施工队考虑到价格
因素，临时变卦，不再接活。“修路的事不

能就这样耽搁了！施工队不修，咱们自已
修！”樊杰和村民们一起出工出力，整个工
程下来，在精打细算下节省了10多万元。现
在他又盘算着这笔节省的钱的新用途：开展
食用菌产业扶贫帮扶活动，帮助困难群众脱
贫致富。

自今年3月底开展新一轮下派工作以来，
鱼台下派工作团组织带领全县152个部门单
位党支部、60个第一书记工作组和3800多名联
户干部，直接联系392个村12 . 6万户城乡家庭，
从群众最受益最需要的地方着手，帮助所驻

村办实事、解难题，全力推动抓党建促脱贫各
项工作提质增效，工作成效初步显现。

“我们在全县第一书记中实行‘星级化动
态管理’办法，对第一书记驻村期间‘德、能、
勤、绩、廉’等工作内容，实行阶段化考核管理
制度，根据考核结果评定星级等次，激励第一
书记干事创业。”鱼台县委副书记（挂职）、县
下派工作团团长高善长说，“第一书记就是要
时刻心里装着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围绕群众需求抓党建促脱贫。”

截至目前，鱼台县第一书记新上帮扶项

目96个，改造村级办公服务场所53处，购置办
公设备820件，帮助群众流转土地510亩，参加
党员集中学习、参观、宣誓、慰问、义务劳动
等集体活动1800人次。机关联户干部共走访群
众12万余户，解决问题903个，协调资金1860
万元，开展支部联建、义诊、培训、科技下乡
等党员集体活动1107场次，慰问困难党员群众
1652名。

鱼台县下派工作团根据不同时段群众的
不同需求，适时组织开展了“送政策、帮三
夏”、“七一”送温暖、“喜迎十九大·保稳定帮
三秋”等活动。实行“第一书记项目跟进”制
度，印制并发放了《鱼台县“第一书记项目”政
策清单》，要求第一书记对照清单，结合村情
上报项目。对第一书记项目，从申报、开工到
验收，对项目进度、资金管理、质量监督提前
介入，跟进督导，确保不出现任何问题。

新上帮扶项目96个，开展党员集体活动1107场次

鱼台：星级化动态管理第一书记

桓台：“两癌”筛查呵护11 . 8万名母亲

环翠区：闲置楼宇
变身工业设计创意中心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张军泽 报道
本报滕州讯 12月7日上午，在滕州市张汪镇孙楼村村民

孙圣奎家看到，他家的旱厕刚刚改造好，新安装了水冲马桶。
31岁的孙圣奎告诉记者，旱厕改造自家基本没花钱，上

级补贴的900元基本够用了。镇里统一招标组织施工，不但
保证了施工质量，而且也省了很多麻烦。“厕所改造后，既卫
生又方便。感谢党和政府为俺们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

今年年初，张汪镇党委、政府把办理人大代表提出的
“推进农村旱厕无害化改造工程”建议，作为一项全镇民生
工程来抓。镇人大先后2次组织代表视察调研旱厕改造，并
提出了激励扶持旱厕改造的建议，镇财政拨出专款200万元
作为奖励补助资金，从而加快了旱厕改造步伐。截至目前，
全镇83个村，现已完成69个村、10932户，占总户数的86 . 9%。

为了解决农民关心的化粪池清理问题，镇里还统一购
买了抽粪车帮助农户定期清理积粪。

张汪镇农村旱厕改造率达86%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通讯员 徐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0月29日上午，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

区央子街道固堤场村村民郑升春打开电视，查看本村的党
务、村务、财务等“三务”情况。

固堤场村8月份现金收支公布榜上，内容有浇树用机械
费用、水电费、村民零工费用等。“每一笔钱都交代清楚，一
台碎纸机600元，都写上了。作为村民，看看就放心了。”郑升
春说。今年，滨海在全区安装“三务”公开电视系统。有了这
个系统，百姓不仅能看到山东有线高清数字电视，还能在自
家电视上查看本村的“三务”公开情况，同时还可以查看视
频监控、平安播报、平安预防等内容。“这是我区智慧党建的
重点工程，更是加强基层民主监督的有效途径。”央子街道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辛董辉说。

“三务”公开，既上电视，也上墙。在固堤场村，记者看
到，村委的公开栏内党务、村务、财务等情况一目了然。

潍坊滨海在全区安装
“三务”公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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