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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卿
本报通讯员 隋克春 李梦 龚安静

12月15日，梨乡大地飘起了小雪。望着
门外新修好平整的沥青路，莱阳市城厢街道
儒林村于锡明不由得为这条“连心路”点
赞。于锡明的孙子在城厢中心小学读四年
级，每天上学必经这条路，整修之前破损不
堪、通行困难，如今走在整洁宽阔的路上，
于锡明心满意足，快步来到学校门口接放学
的孙子。

让于锡明点赞的这条“连心路”，是莱阳
开展干部联户活动为群众办实事的一个缩
影。9月初，莱阳市干部联户活动启动后，城厢
街道机关干部在入户走访时发现，大部分群
众反映需尽快整修连村路。城厢街道协调村
两委自筹资金20余万元，利用周末时间，加班
加点开展整修，硬化面积达4000平方米。

“只有让机关干部到农村去、到群众中
去，才能真正缩短与群众的距离，党群干群
关系才会更加密切。”该市全面深化作风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说。今年以
来，该市以全面深化作风建设、提升群众满
意度为总目标在全市开展了“进万家门、解

万家忧、结万家亲”干部联户活动，通过
“零距离”走访、“零死角”服务、“零容
忍”督导，密织干群“联系网”，为全市经
济蓄势崛起、进位赶超提供了坚强保障。截

至今年11月底，全市85个单位5192名机关干
部“结亲”30万户群众，收集需求诉求5852
条，办结2915条，反馈2692条。

“以前上面的干部很少到村里来，现在

隔三差五就能见到，有事儿坐自家炕头上就
能反映上去解决啦!”照旺庄镇西城阳村王孟
智口中的“上面的干部”，就是该市市场监
管局干部唐志涛。记者随手翻开唐志涛的走
访日志“西城阳村反映问题小结：文化生活
匮乏，增收困难，家庭情况困难需要救
助……”，村民反映的点点滴滴联户干部都
写在本上，挂念在心里，逐级往上反映，时
刻紧盯办理进度，确保每一位提意见建议的
群众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农村外出务工人
员多、白天农活忙，就实行午饭、晚饭期间
“错时走访”；社区居民工作日比较繁忙，
便利用周六、周日集中走访；对常年外出务
工人员实行电话访、短信访。

为避免“雨过地皮湿”，该市不断健全
完善干部联户工作长效机制，建立“线上+
线下”联系模式，市作风办通过每周调度通
报、指导纠偏、集中督导、抽查回访、派单
督办等措施，定期对各单位干部联户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不认真负责、推诿
扯皮等问题严肃追责，截至目前，下发督办
单76份，约谈13个单位相关责任人49人次，
22个单位对105名联户干部进行了通报批评，
确保活动见实效群众得实惠。

进万家门 解万家忧 结万家亲

莱阳：干部联户结亲办实事近三千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李 峰

12月5日，高青县黑里寨镇德忠牧业合
作社来了一位身穿红色羽绒服的人。看到
堆成小山似的牛粪，她显得很是兴奋。在粪
堆前，她捧起一把粪又是瞅又是闻，嘴里直
喊：“这粪不错，胶质含量高。多少钱一吨？”
在得到满意答复后，他们按30元／吨的价格
签下了20吨牛粪的买卖协议。

这个红装女人叫法月萍，是南京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之前专门给企
业高管做项目规划咨询，一年有200多万元
的收入，最贵的一堂课拿到了6万元！

2014年，法月萍带着助手王晓晶来到

高青县，成立了三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流转了纸坊、东张两个村400亩土地。她和
助手围着县内各个养殖场转，拉来一车车
牛粪。她们把牛粪抚成一条条地垄，在上
面铺上黑色胶管。村里人不解，她们要搞
什么“鬼”？

法月萍说，这是要用牛粪养蚯蚓。二
十天后，该起地垄了，不少人前来围观。
法月萍起开一层又一层，最后剩下一团团
不停蠕动的蚯蚓肉蛋。“蚯蚓怕光怕亮，
喜欢阴暗潮湿。每揭一层粪，它就往下
钻。最终它钻无可钻，因为最底下就是塑
料布了。这时候它只有‘束手就擒’。”
人们又是纳闷，这里的蚯蚓满地都是，养
这个有啥意思。法月萍笑而不语。

法月萍在基地里试养了十多种蚯蚓，
但她对赤子爱胜蚓情有独钟。“它的特点
是食量特别大，繁殖特别快，对牛粪的分
解能力特别强。”法月萍说，它一天吃到
的相当于它自身体重，一条蚯蚓一年可产
卵70个左右，一枚卵能孵化1到7条幼蚓。

法月萍与蚯蚓结缘缘于一个项目。
2012年，她帮客户在济南南部山区规划一
个旅游项目，其中需要用蚯蚓处理废弃
物。“与其给别人讲项目做咨询何不自己
搞个蚯蚓项目试试。”听说高青是养牛大
县，拥有大量的牛粪资源，她就带着项目
书来到高青县寻求合作。

搞项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初
她带来500万元资金，很快就投了进去。

“流转土地费每亩每年1000元，买牛粪每
吨30元至50元。哪里也离不开钱。”没钱
可投了，她就去讲课，挣到了钱，再投到
地里。经过几年发展，三度农业已初具规
模，到目前，蚯蚓销售额近1800万元。女
博士进村就为了养蚯蚓卖蚯蚓吗？

法月萍可不做这么简单的小打小闹，
她想做蚯蚓深加工，生产蚯蚓活性酶叶面
肥、化妆品、蛋白酶饲料添加剂。她研制
的活性叶面肥在草果、桃、草莓及大田作
物上实验，均取得成功。

法月萍已申请下一项国家专利，还有4
项专利正在审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
振兴战略成了法月萍的福音，也更坚定了
她扎根农村的信心决心。

村里来了女博士

□郎海涛 报道
本报临朐讯 “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临朐龙

山产业园纪工委转作风、重实效，监督职责贯穿各项工作
始终，为园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一是从源头上进行
监督，遏制腐败，调动园区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二是深化
基层服务体系改革，加强基层站所标准化和行风建设，坚
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三是严格实施便民服务标
准，建立长效服务机制。目前，受理案件4起，查实2起；
受理党员违纪事件6起，已查办2起，约谈党员120余人
次。同时强化对项目建设的监管和支持，在项目的洽谈对
接、落户建设等过程中，纪工委发挥监督职责，大力支持
项目建设，为产业园打造清正廉明的投资环境增添助力。

临朐龙山产业园纪工委

强化监督责任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桑蕊

“公司品牌定制的产品已经扩大到30个加盟店
独营。目前已经完成泰安自营中心的建设，准备正
式上线！”11月6日，在宁阳县海斯摩尔科技馆，
创业人才回流的代表谢彬说话铿锵有力。

毕业于北航的谢彬，1999年刚毕业就到广州创
立了边写边看网络科技公司。2014年，谢彬回到家
乡创立了宁阳每天惠电子商务公司，打造“线上到
线下消费”的本地生活电商平台。

“这几年在宁阳积累了宝贵经验，现在旗下的
便利店在全国达到100多家。”已经成为北京每天
惠总经理和深圳每天惠副总裁的谢彬，创业成功不
忘家乡。今年，谢彬的创业团队被评为宁阳县“双
创”人才团队，获得县里10万元创业资助，其研发

的“惠聚客本地生活O2O”获得两项
计算机著作权，成为“家在宁阳”桑
梓英才计划的受益者之一。

拨开“满天星”，聚成“一盘
棋”。“在外高层次人才是家乡的宝
贵资源，但都散落在全国各地，我们
通过建立人才数据库和联络站把他们
聚到一个‘棋盘’上，为宁阳发展提
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宁阳县委人才
办副主任高莉说，今年县委组织部实
施了“家在宁阳”桑梓英才计划，分
行业、分地域绘制“桑梓英才”分布
图，以创业回流、智力回流、投资回
流和学子回流“四个回流”，带动人
才、智力、技术、项目、资金、市场
等资源要素汇聚，吸引宁阳籍在外高

层次人才回乡创新创业、服务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目前，该县已开发建立了1229人的
“桑梓英才”数据库。

今年9月，山东天和纸业申报的“环保
节能型数码蓝光专用纸研发项目”正式通过
2017年山东省西部经济隆起带项目评审，获
得了150万元的省级资金支持。而这成绩，
离不开该县在齐鲁工业大学设立的招才引智
联络站。

“企业起初申报项目时并不顺利，后来
通过联络站找到齐鲁工业大学的造纸专家赵
传山，进行材料和技术指导，终于一路过关
斩将通过评审。”高莉说，设立联络站目的
就是为在外人才回乡创业、交流合作提供一
个平台和“一站式”服务。该县还在北京设
立了“家在宁阳”桑梓英才驿站，与东方智

库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新旧动能转换、产
业转型等领域结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人才回归带动项目回归。宁阳籍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刘敬印博士投资20亿元的
碧霞云海旅游开发项目，成功列入省政府第
三批PPP项目；返乡企业家陈长柱创办的安
道利佳智能电梯公司，拥有博士、海归、工
程师18人组成的科技研发团队，其自主知识
产权的楼道智能代步器已正式投入生产；在
外创办酒业公司的刘万林，回乡创办了山东
万林新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流转土
地3800亩，让昔日荒山变成了充满生机的苹
果园。

目前，全县已有30多名“桑梓英才”回
乡创办企业，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

拨开“满天星” 聚成“一盘棋”

宁阳：桑梓英才计划聚拢千余人才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董磊 报道
本报莒南讯 “上个月，我们创作的柳琴戏《妈妈的

呼唤》获得了县里3000元扶持资金，大家表示一定要把戏排
好、演好，争取年底顺利与观众见面。”12月1日，在莒南县石
莲子镇庄户剧团，正在加紧排练的团长姚公民说。

与《妈妈的呼唤》一起获文艺精品创作扶持奖励金的
还有县文化馆的情景组歌《沂蒙红崖》等获得第五届“沂
蒙文艺奖”的单位及个人。这是该县自8月率先在全市设
立扶持奖励金以来，第一批获得扶持奖励的单位和个人。

据介绍，文艺精品创作扶持奖励金由县财政文化奖励
专项资金和社会捐资组成，共计100万元，主要用于扶植
文艺人才，奖励文艺精品。2017年共确定了8部作品予以
扶持，对8名获得“沂蒙文艺奖”的作者进行了奖励。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获得300万元扶持的红色爱国主义教育
题材电影《渊子崖保卫战》，作为喜迎党的十九大爱国影
片在中央CCTV—6展播，同时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热
播，并获得“2017年度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精品工
程奖”。

“文艺创作是一项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的系统工程，
要实现全县文艺创作的繁荣，必须调动各方力量，形成强
大合力。”莒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洁说。

扶持文艺精品创作

莒南设立百万元奖励金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
及大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广告

莱阳机关
干部在入户走
访中认真听取
群众意见。

□李梦 报道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李月 焦吉建 报道
本报禹城讯 不久前，禹城市李屯乡李屯村党员活动

日如期举行，在该市远教可视系统中心内，工作人员正对
该村在线学习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在对图像进行抓取后，
上报至市委组织部进行留档备案。

禹城市整合“天网工程”网络资源，将村级活动场所
纳入管理范围，建立市、乡、村三级远教可视系统，实现
基层党建工作的全覆盖、全天候、可视化。通过资源整
合，该市在811处村级场所全部安装视频监控终端，在110
处村级党校安装视频会议终端，配齐高清摄像头、高清视
频机顶盒等专业设备，同时在市、乡管理中心配备电脑、
电子屏等，实现了村级场所监控视频全覆盖。将村党组织
书记、第一书记、网格员在岗情况纳入日常检查，对农村
党支部“三会一课”、党员活动日、发展党员、民主评议党员
等情况，进行全程监督。目前，该市所有村级场所监控系统
已全部启用，有效在线监控各类活动开展达200余次。通过
随机暗访和视频监控动态督查，目前共及时发现并制止各
类问题40余件，查处通报违规村干部20人次，约谈党员30
余名，有效保证了活动质量和效果。

禹城：“天网工程”连起

三级远教促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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