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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陶泽升 隋文磊 报道
本报龙口讯 “新时代来之不易，

吾辈自当秉承烈士遗志，前赴后继，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绵薄之力。”清明
时节，龙口市新时代文明讲习百姓宣讲
团成员与华电龙口公司党员代表来到烟
台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七甲镇常伦
庄村，开展新时代文明讲习和党员主题
教育活动，该市市场监管局派驻第一书
记张铁鹰开场的一阵感慨，引起了现场
党员群众的共鸣。

他宣讲了《总书记教会我盘腿坐土
炕》，将自己的包村经历与大家分享，赢
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这是我们老百姓
需要的扶贫干部，让俺们了解到，党和国
家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下真功夫
的。”常伦庄村79岁的王宝德说。

在常伦庄村，宣讲团成员与华电龙口
公司党员代表首先举行了英雄任常伦祭奠
仪式，追忆革命先烈。他们参观了任常伦
英雄纪念馆，重温任常伦英雄事迹，齐上

党课、齐颂入党誓词，牢记党员使命和责
任，让烈士身上的华夏之魂代代传承。

任常伦是山东军区“一等战斗英雄”
和“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
雄模范人物”之一。常伦庄村位于龙口市
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各项发展迟缓落
后。随着精准扶贫的不断推进，英雄的家
乡近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宣讲团成员依次带来《四本党章》
《愿世界没有法官》《恋上一座城》《家
风润无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今日的龙口如您所愿》，与常伦庄村所
有党员群众一起重温自己的入党历程，让
听众更加了解今日龙口发展现状，以身边
优良家风、感人事件教育百姓，激发了现
场观众的荣誉感、自豪感以及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引领全村老少共同走向富裕。

据悉，此次活动是龙口市“新时代文
明讲习”活动中的生动一幕。目前，该市
已初步建成镇级讲习所15个，村（社区、
企业、学校）讲习室120余个，并陆续组织
开班授课。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刘辉 报道
本报广饶讯 4月9日一大早，广饶县

大王镇王西村的文艺爱好者们聚集到村里
的文化广场，彩排节目，为几天后的“最美王
西人”文艺汇演暨颁奖典礼作起了准备。

“我们村以前每年四月份都会有村民自
编自演的文艺演出，很受群众喜欢。今年
在广饶县新时代文明传习中心的帮助下，
演出活动更加‘高大上’了。”王西村党
支部书记李华看着广场上热闹的景象说。

“这几年很多村民向村史馆无偿捐献
了老物件，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重视家庭
建设，我就琢磨着能不能增加一些有关方
面的表彰，将每年村里的自发演出和表彰
活动融合起来，作为我们村的传习活动。
还有，村里的枣木杠子乱弹是省级非遗，
如何通过传习活动让它更好地传承下去，

也在我的考虑当中。”李华说，今年3月
份，得知广饶县开始着手筹备成立新时代
文明传习中心，他专程跑到县文明办谈了
自己的想法。很快，县文明办便带领相关
人员一起到大王镇王西村，和村里一起策
划活动。目前，该活动策划已经成型，本
月就将在王西村上演。

作为全省的一个试点，广饶县新时代
文明传习中心旨在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喜闻
乐见的宣传教育、素质提升和文明风尚培育
等活动，改进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把建
设文明乡风的任务做到基层、落到实处。

“传习中心的功能定位是对党委政府
思想道德建设职能的延伸和补充，我们通
过整合现有宣传文化资源，以农村(社区)为
基点，通过开展仪式感强的自发性纪念主
题活动和分众化、对象化、小型化的宣传
教育传习活动，达到传思想、传文明、传

文化的目标。”广饶县文明办主任高海涛
介绍。

4月5日，广饶县新时代文明传习中心
迎来了第一场传习活动——— 广饶街道西毛
村在村公共祠堂举办了一场集体集中祭祀
活动。由此也拉开了广饶县新时代文明传
习中心传习活动的序幕。

“自从了解到县里要建设新时代文明
传习中心后，我们村率先报了名，并依托
我们村的公共祠堂，利用清明节这一传统
节日，开展了集体集中祭祀活动，倡导移
风易俗，凝聚村民思想。”西毛村村党支
部书记赵延年说。

西毛村纪念堂建设于1982年，共摆放
着11个姓氏86位已逝村民的骨灰盒。4月5日
下午2点，逝者的近亲属聚集在一起，利用
献一束鲜花和集体鞠躬的方式，缅怀亲
人、寄托哀思，整个过程庄重而又文明。

虽然文明祭祀活动是广饶县新时代文
明传习中心的第一场活动，但在此之前，
广饶县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推动传习
活动成为群众的自发性活动。自3月份全县
新时代文明传习中心建设工作启动以来，
广饶已推动国安社区“成人礼”、稻庄镇
淄河店村“庆十一”集中升旗仪式等11个
由村(社区)发起、群众认可的纪念主题活动
由想法到成型。

截至目前，广饶县已形成了“中国梦·
新时代”百姓宣讲、“总管讲堂”、“新
农村新生活”培训、“进千村乐万家”文
化惠民巡演、“邻里守望·志愿同行”志愿
服务进农村等30个群众认可度高的主题活
动传习目录，经过各村村民小组摸清村民
需求，报村级传习中心或县、镇街传习指
导中心后，由群众点单开展相关传习活
动。

广饶：传习活动实行群众点单
已形成30个群众认可度高的主题活动传习目录

英雄故里办起“讲习所”
龙口开展新时代文明讲习，15个镇级讲习所、120个村级讲习室陆续开班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孙娌娜 报道

本报邹平讯 春季大地回暖时节正值小麦施肥浇水的
关键期，绿蔬源农业合作社的工人们正在用四台新上的高
科技武器——— 指针式喷灌机为小麦施浇返青水。

“以前，一片300亩地的小麦，10个人干活，得用10
天才能浇一遍，现在好了，有了这个喷灌机，1个人一早
上就能浇完了，传统的大水漫灌每亩地要用至少50方水6
块钱的电费，现在我一亩地只需要20方水和1块钱的电
费。”合作社负责人甘冲介绍说。

邹平县高新街道为绿蔬源农业合作社申请了1200亩农
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配套建设了4台“巨无
霸”指针式喷灌机，每台机器管长270米，旋转一周最快
用时3个小时，可同时完成300亩小麦的浇水、施肥等作
业，真正实现了节水节电省力。

在绿蔬源农业合作社周围的小果村、乐礼村、五里堠
村等几个村庄，种粮大户实行节水灌溉，目前已投资230
余万元建成高效节水固定式喷灌农田1750亩，每亩地可节
水50%以上，剩余3350亩地全部安装小农水低压管道节水
系统。

在街道新河社区，几个工人正在检查麦田里的滴灌
带。“我们这是在给麦子‘打点滴’呢，通过压力罐把液
态肥打进灌溉的水里，再用滴灌带精准的滴到地里，既能
实现粮食增产又能达到节水的目的”。管理员张炯介绍。

2017年高新街道将新河社区五个村的4700亩农田进行
了统一流转，全部铺设了“水肥一体化”滴管设备，一亩
地每年的水肥成本不到150元。

目前高新街道11000亩土地实现高效节水灌溉，发展
家庭农场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11家，种粮大户25个，土
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双提高。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霍学全 乔志宇 报道
本报鱼台讯 近日，走进鱼台县鱼城镇东鱼河鱼城段

河堤，两岸一台台挖掘机正在挖坑，一棵棵桃树苗随后被
栽植在树坑里。

今年，鱼城镇对东鱼河、惠河采取统一规划、大户承
包的方式，进行堤岸经济林建设，目前已种植桃树优良品
种200余亩，其它苗木将陆续栽种。

鱼台县境内有17条河流，纵横交错。县里把发展堤岸
经济林建设作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工作之一， 按照“一
河一品，一河一景观”的思路，借助平原涝洼地治理项
目，发展河道经济林生态富民工程，分步骤实施水系经济
林带建设。今年在惠河、东沟河、东鱼河河堤及老万福河
部分区域种植桃、梨、无花果、核桃、枣等经济林。县财
政列出专项资金，对集中连片种植果树50亩以上的进行资
金扶持，连续补助3年，第一年每亩补助300元，第二年、第三
年每亩分别补助200元。同时，对各镇街发展堤岸经济林情
况进行考核评比，对评出的一二三等奖分别给予奖励。

鱼台实施堤岸经济林
生态富民工程

春灌“打点滴”

节水又增产
一亩地只需要20方水和1块钱的电费

□宋磊 报道
龙口新时代文明讲习流动队走向街头宣讲。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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