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017年12月9日 星期六 第289期

热线电话：(0537)2399971 Email：dzrb163@126 .com 微博：http://weibo.com/dzjn

□ 责任编辑 霍丽娜

(0531)85193299

扫描二
维码，在网
页中打开
并下载，轻
松安装新
锐大众客
户端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作为全国第二批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省

份，山东省于12月1日起实施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济宁市
作为能源大市、农业大市，也是一个用水大市，水资源短
缺形势非常严峻，建设节水型社会十分迫切。

济宁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46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
558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河多水少、洪多流
少，丰枯不均、总体缺水”的特点十分突出。推进水资源
税改革试点，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
措，有利于进一步发挥税收杠杆调节作用，有效抑制不合
理用水需求，促进水资源节约保护，为建设人水和谐美丽
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济宁12月1日起

实施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王 伟 陈腾飞

12月5日一大早，金乡县鸡黍镇东李村
党支部书记李广印就坐着轮椅在村里转
悠，专门往偏僻的小巷和边缘的小路里
钻。问了才知道，他是在查看打好的路灯
地基有没有干好，结实了就开始安路灯。

其实早在3年前，东李村就利用上级
拨付的资金在全镇率先安装了路灯，可只
够在主干道上安50盏。“要亮都一块亮，
不能让一户老百姓在黑胡同里过年！”村
里没有集体经济收入，李广印发动村两委
成员、党员和村里出去的企业老板垫资26
万元购进了100盏太阳能路灯，勒紧了裤腰
带，坚持要对所有老百姓一视同仁。

东李村是拥有1650人的大村，李广印
常说，要带领全村人奔小康，要做到一心
为公、一个都不能少。10多年来，东李村
老百姓也就认李广印这份“公心”，跟着
他，日子越过越舒心。为了修路，即便是
被人用菜刀指着脑袋，被邻居以死相逼，
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他也凭着一颗“公

心”迎难而上。大路小路全部硬化，大伙
没有人不念他的好。

“作为村干部，你是虚情假意还是真
心实意，老百姓都能看出来，你怎么对他
们，他们就怎么对你。”李广印说，时间
长了，村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正义的人，
在村民心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治村不
能光一味迎合，关键时刻村干部要硬起
来，镇得住歪风邪气。”有人说现在村里
不孝顺的子女、经常打架闹乱子的都怕李
广印。他自己却说，他们怕的不是我，而
是公平正义。

李广印心里清楚，只有公心还不够，
还要让老百姓过上富裕、安稳的生活。为
了能以红花斑山药带动村民致富，他垫资
高价收购、进京推销宣传；为了协调村里
第一批太阳能路灯，他累晕在县城的大街
上……如今东李人走上了带路灯的水泥
路，腰包也渐渐鼓了起来。

之前的东李村是全镇有名的“乱子
窝”，不仅基础设施差，人心也不齐。为
了凝聚人心，李广印在村里28条街巷里各
选出一名街长。除了负责本街巷的卫生

外，街长还担任着团结街坊邻里的重任。
村里每年都会在年中、年底召开表彰大
会，评选出优秀街巷和优秀街长，在全体
村民面前设台表彰。村干部还拿出他们的
个人岗位津贴买来电饭锅、暖壶、香皂、
毛巾、扫帚等作为奖品。李广印说，东西
不值钱，老百姓能看到眼里，何况这更能
代表村两委和村民们的信任。

“一名街长团结10来户，28个街长就
能团结全村。”李广印说，做好乡村带头
人，要能凝聚心力，同心干、共向前。今
年秋天，他们进行全村大扫除，街长们身
先士卒，发动群众共同参与。大家伙忙活
了一周，清理了50车垃圾，全村焕然一
新。今年11月，东李村获评“第五届全国
文明村镇”。

为村民服务，就得和村民们一条心。
李广印常说，在老百姓眼里，村干部就是
他们心目中最具体、最形象的共产党。做
好乡村带头人正是在树立党的形象，他虽
然坐在轮椅上，一样有劲带领老百姓走上
乡村振兴路。

金乡县鸡黍镇东李村党支部书记李广印一心为公谋发展

从100盏路灯到28个街长

□ 本报记者 王德琬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尤明文 姚树华

12月5日，泗水县圣水峪镇椿树沟村
迎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村民们忙碌地穿梭
在高低起伏的山路上。椿树沟村三面环
山，大大小小的山头将其包裹其中，放眼
望去，山上有着数不清的杉树和漫山遍野
的石头，唯一不同是在村庄西北方向的红
山坡上，一个面积过百亩的奶牛饲养基地
镶嵌在了半山腰。

村党支部书记渠井萍习惯了每天清晨
5点来到奶牛基地，查看牛舍、检查设备、观
察奶牛的状态……对基地的一切事物倍加
呵护。村里传说椿树沟村的山上曾出现过
一头金牛，但对于渠井萍来说，奶牛场里的
620头奶牛才是真正的金牛。

“我们实行奶牛养殖托养模式，将农
户手里的奶牛集中起来代为养殖，统一管
理、统一饲养、统一防疫。”渠井萍介

绍，年底一头牛的托养分红大约为2000
元，存量最多的农户大约有二三百头牛。
现在日产鲜奶4 . 5万吨，按照约定，村里
从每公斤的销售收入里提2角钱作为村集
体经济收入。”每年除去人工、水电等开
支，村集体经济收入能达到5万余元。这
也成为该村精准扶贫、互助养老等事业的
有力抓手，2016年底，该村23户贫困户全
部脱贫，通过分红和在奶牛基地打工，有
的贫困户摘帽后年收入甚至超过2万元；
2015年，筹资45万元建设一处敬老院；10
年间，人均年收入翻了七八倍，多年来没
有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贫困村摇身变成远近
闻名的富裕村。

2004年，渠井萍参加了济宁农校开办
的农村干部培训班，经过两年学习，不仅
开拓了眼界，更增长了学识，回村便当选
上了村党支部书记。看着零收入的村集体
经济和处于温饱线上的村民，她不停地在
脑子里打问号：椿树沟村的资源是什么？

发展优势在哪里？如何让村民尽快走上致
富路？“村民为了耕地，都有养牛的传
统，村里拥有1976亩荒山，我在农校时学
习过养牛专业知识……”几经思考，渠井
萍决定：在红山坡上养奶牛。

这个消息瞬间像一声春雷在椿树沟的
上空炸响。“‘百十斤’上建牛场，别开玩笑
了。”村民单良怀告诉记者，“百十斤”是村
民们给红山坡起的绰号，因为红山坡上的
石头又多又大，一个足有百十斤重，怎么建
牛场？七成的村民给渠井萍泼冷水，认为这
事办不成。可渠井萍认为，山上空气流通、
远离污染源，还不占耕地，绝对是劣势中的
优势。村民们忙着质疑，她却开始到处借
钱，连亲戚家买新房子的30万元都借来了，
甚至卖车卖房筹集资金。2007年3月，历时一
年多建设，红山奶牛养殖基地建成投产，4
月8日便因优质的养殖环境受到蒙牛集团
垂爱、签订收购协议，发展订单式农业。目
前，养殖基地一半以上的产出都供给蒙牛。

振兴乡村产业经济，关键是因地制宜
有规划，重点是资金到位可实施。渠井萍
说，缺钱缺项目是很多村的真实写照，就算
有了规划，没有资金起步也是空谈。“因此
还是需要政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当然也
不能盲目撒芝麻盐，好日子是干出来的，对
于想干事的村庄，政策上要适度倾斜。”只
要办成一个产业项目，村里的基建、社会事
业方面的事情就好办了，乡村振兴也就指
日可待。

奶牛基地就像一个抓手，将椿树沟的
产业无限放大，投资90余万元的有机肥料
加工项目已经投产，投资30万元在县城建
成3个鲜奶吧，生意红火。今年，村民们
又重新种起了苹果树，按照渠井萍的想
法，下一步想依托奶牛基地发展生态旅
游，将城市的客人请进来，喂养小牛犊、
DIY酸奶、采摘鲜果，将奶牛基地的产业
链再拉长。

一个产业项目摘掉贫困帽

“百十斤”上建奶牛场

□记者 吕光社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7日，济宁市纪委通报了5起扶贫领

域不正之风和腐败典型问题。
曲阜市防山镇土门村两委委员、会计颜承海违规向低

保户收取医疗保险金问题。
2015年至2017年，颜承海在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征缴过

程中，连续3年违规收取低保户医疗保险金共计28390元，
记入村集体账目。2017年7月，颜承海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退回违规收取的低保户医疗保险金。

微山县韩庄镇微湖一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杨宝金截
留危房改造款问题。

2016年7月，该村村民胡某办理危房改造存折后由杨
宝金个人保管。2016年8月，杨宝金擅自从胡某危房改造
款中取出13100元，其中10000元支付给了危房改造的施工
方，3000元偿还村欠款，剩余100元保管在杨宝金个人手
中。2017年6月，杨宝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鱼台县鱼城镇罗庄村原支部委员、村文书王春生向低
保户吃拿卡要问题。

2015年5月，王春生利用协助该镇政府核查罗庄村低
保工作的职务便利，擅自向低保户刘某索取100元，用于
核查期间的就餐。2017年7月，王春生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

嘉祥县纸坊镇铁坡村党支部原书记史衍新套取国家扶
贫款问题。

2015年10月至12月，史衍新在协助政府为纸坊镇铁坡
村、王庙村采购种狐狸的过程中，采取提高单价手段，套
取国家扶贫款112000元。2017年5月，史衍新受到开除党籍
处分；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违纪所得予以收
缴。

梁山县馆驿镇西靳口村党支部委员马宗安截留扶贫物
资问题。

2016年10月，马宗安协助政府向本村精准扶贫户发放
米面油的过程中，将本村4户精准扶贫户的米、面、油物
品长期存放在自己家中，未按要求及时发放，侵害了村贫
困户的利益。2017年7月，马宗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济宁通报5起扶贫领域

不正之风和腐败典型问题

□ 本报记者 张誉耀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盛 超

鸿山脚下、沙河畔的灰城子村，青瓦
白墙的偏徽派建筑风格，家家户户门口挂
着两串红灯笼，沿街墙壁上镶嵌着陶制的
瓶儿、罐儿、拼接片儿，颇具特色。灰城
子村子有220户730人，但格局舒朗开阔，
道路宽阔整洁，冬日的太阳下，老人们聚
在一起晒暖，也有年轻妈妈带着孩子出来
玩耍，使整个村子祥和且宁静。

“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提出的‘乡
风文明’，是对乡村回归传统文化、将之
与现代文明无缝对接的期盼和要求。灰城
子村从商周时期就开始制陶，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咱们就结合了这一历史文化特色
来建设美丽乡村。”邹城市宣传部文产科
科长、灰城子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坦告诉记
者。

王坦带记者来到村东的灰王城遗址，
是一块高出农田的台地，面积约5000平方
米。史料记载，商周时期东夷部族虺王，
在此建立城池，俗称为虺王城。经考古发
现，该遗址曾出土烧制的陶器，并有制陶
作坊遗迹。在遗址断崖上暴露有灰层、夯
土，商周时期古代陶片及汉代砖瓦，其文
化内涵丰富，延续时间约1500余年。

“为了保护遗址，我们修筑了文化
墙，用以防治遗址台地的坍塌与水土流
失，在文化墙上设置经典陶器器形、古窑

模型，从制作陶器所需的70余道工序中提
炼出重要的八道工序绘制成壁画，力图使
曾经断层的传统文化能够回归到灰城村
中，并在遗址旁建了乐陶广场，现在是全
村人休闲散步的好去处。”王坦说，他们
将灰城子村遗存的陶文化加以抽象和符号
化，绘制简易墙绘，在墙上嵌入优美的陶
器形，深度挖掘、普及历史古城面临遗失
的陶文化，坚持使用贴近自然原生态的铺
装手法，试图展现灰城子村的原始自然之
美，尽可能保持灰城子的原始风貌。

王坦和村两委一起，不仅挖掘整理了
灰城子村史、陶史，还以陶为由，与唐潮
陶艺合作，在乐陶广场旁，搭建了解陶
艺、欣赏陶品、体验制陶的陶艺坊。“唐
潮是邹城市最大的陶艺制作工坊，他们在
城区的生意很好，当时请他们进驻，他们
因为怕村子客源不够充足，一直犹豫，但
经过多次邀请，并列举离城区较近、交通
便利等优势，以及‘古制陶原址’的名
头，他们终于‘拎包入住’。”王坦笑
言。

陶艺坊内，游客可以在陶艺师的指导
下体验陶器拉坯、造型、上釉的过程，制
陶室里，有现代的新型环保电窑，可以对
造型好的陶器进行简单烧制，展览架上则
是陶艺师和来此体验的游客作品。10月份
以来，陶艺坊已举办多次亲子体验节、儿
童培训班等主题活动，吸引城里和周边有
条件的家庭来灰城游玩、体验制作陶器。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体验区，增加
体验项目，让更多村民参与到制陶中来，
发展乡村文旅。”村党支部书记张庆喜
说。建设美丽乡村以来，驻村队伍带着全
村一起新建改建道路，铺设下水管道，开

展了弱电下地、村街绿化美化工程，还挖
掘和传承了陶艺文化，为村集体和村民增
收打下基础，村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
“噌噌”往上窜。

按古时遗址布局，搭建陶艺坊———

陶艺：美了乡村乐了村民

党 的 十 九 大 对 乡 村 振
兴 提 出 了 要 求 ， 具 体 如 何
实 现 乡 村 振 兴 ？ 礼 失 求 诸
野 ， 善 在 黎 民 ， 生 活 在 乡
村 的 老 百 姓 最 有 发 言 权 。
本期起，《大众日报·济宁
新闻》推出“乡村振兴·一
线 问 计 ” 策 划 ， 记 者 深 入
农 村 一 线 ， 向 普 通 老 百 姓
问 现 状 ， 向 村 里 的 “ 能
人 ” 问 见 地 ， 向 村 干 部 问
思 路 ， 从 乡 野 中 寻 求 乡 村
振兴答案。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12月5日，李广印向记者介绍村

里幸福湖二期改造工程进展。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12月5日，邹城市幼儿园组织小朋友来陶艺坊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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