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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王晓洁 报道
本报莒县讯 “权是双刃剑，荣辱一挥间。上了微课堂，

感觉受益匪浅，尤其是从事扶贫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4月24日，莒县扶贫办老
尉向记者展示自己手机上的廉政教育“秘籍”。

老尉所说的“微课堂”是指莒县为全面从严治党，加强
党员干部管理推出的一项举措。该举措由莒县纪委依托“莒
州清风”公众号，开设十九大精神一百问、学习路上、廉政视
点、清风时评等主题栏目，宣传党纪，推送法规，让党员干部
能够在线学习，接受廉政教育。日前，莒县“微课堂”共有固
定用户近3000人，“直通车”进机关、进乡镇、进社区已宣讲
66场次，受教育人数达4200余人，在督促党员干部讲纪律、
守底线、知敬畏方面释放出大能量。

□记者 吕光社 张誉耀
通讯员 陈雷 来金路 报道
本报微山讯 “再过几天俺就娶儿媳妇了，前些日子正

愁着路上坑坑洼洼的，接亲车队不好走，怕亲家笑话，现在
路修得又宽又平，真没想到修这么好、这么快。”4月26日，微
山县西平镇西平村魏明光大爷面带喜悦地说，走在刚修好
的公路上，大伙儿没有不点赞的。

微山县交通运输部门在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
中，深入城乡居民家中找短板，许多群众当面提出了道路出
行不便的问题。该县把2018年作为农村道路建设提升年，开
展村级道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安装完善标识、标志、标线、
警示桩、波形护栏等设施。微山还将开展农村公路“三年集
中攻坚”专项行动，计划总投资3 . 09亿元，开展515 . 4公里农
村公路路面提档升级工程，“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
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群众利益。”微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孟进说。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邓美平 报道
本报夏津讯 “五一”小长假，夏津县黄河故道森林公

园游人中不时会看到身穿红色马甲的青年志愿者，交通疏
导、指引咨询、清理卫生、帮忙拍照等活动中都能看到他们
的身影。而每当他们一天的活动结束时，他们都会拿出一个
红本本到集合点签字盖章，像志愿者李婷婷的小红本上又
增加了18小时的志愿服务时长。

“不仅能亮明身份，还能体现所从事的志愿服务，这让
我们打心底有种归属感和荣誉感。”李婷婷说。据夏津县爱
心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庄起志介绍，今年初，团县委、县爱
心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始为协会青年志愿者颁发“爱心护
照”，截至目前发放600余本，累计组织青年志愿者4000余人
次参与志愿服务，服务总时长近万小时。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李霞霞 丁明明 报道
本报临沂讯 “以前这个路口拥挤不堪，现在拆除了铁

皮屋，接送孩子上学路很通畅，道路两旁也美化了。”5月3
日，临沂市兰山区兰山街道北关社区居民崔利三高兴地说。

环卫巷作为临沂老城区最拥挤的街巷之一，道路西侧
的违法建筑以铁皮屋为主，多为小吃店，设施简陋，占道经
营，卫生环境差。为彻底根除这一“顽疾”，前不久，兰山街道
城管中队联合北关社区对这些存在多年的违法建设进行了
集中拆除，拆除面积408平方米。拆除违建后地面凹凸不平，
容易成为新的“露头丑”。兰山区实行“拆、清、改、绿、用”五
项措施联动，拆、建并重，达到拆一片、清一片、改一片、绿一
片、用一片。目前，兰山区通过拆违腾地，累计增加绿地面积
1 . 9万平方米，相当于新建了一个临沂人民广场。

□记者 王洪涛 实习生 张义霞
通讯员 孙烨 报道
本报莒南讯 5月4日，莒南县举行22个新旧动能转换

项目集中签约奠基，总投资129亿元，项目涵盖了智能制造、
现代商贸物流、新材料等领域，包括智能制造产业园、军民
融合产业园、邦泰高档固结磨具等重点项目。

莒南县把今年作为重点项目动能转换推进年，加快推
进50个县级重点建设项目，年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左
右。县里将十大重点项目和50个新旧动能转换项目推进情
况纳入2018年全县综合考核办法，对因履职不到位、工作不
尽责，导致重点项目出现不能正常开展或不能按节点有序
推进，督办后整改不力、不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等问题
的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情节严重的移交纪检
监察机关进行问责。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薛海波 岳远振 报道
本报嘉祥讯 “廉政档案可以及时准确反映党员干部

廉政勤政情况，进一步规范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和廉洁从政
行为。现在我们已经为全县科级干部建起了廉政档案，下一
步会逐步推广到全县所有干部。”5月2日，嘉祥县纪委案管
室副主任王新东介绍。

近期，嘉祥县纪委全面推进干部廉政档案建设工作。廉
政档案包括个人基本情况、问题线索处置情况、谈话函询情
况、党政纪处分情况、涉法涉诉情况、履职履责情况、责任追
究情况及其他等共8大类10项内容。在手工建档的同时，录
入电子档案，廉政档案将为干部提拔任用提供依据。

莒县“微”预防
释放廉政大能量

微山“三年集中攻坚”
畅通农村公路

夏津600余名青年志愿者
持“证”上岗

兰山区拆违增绿
1 . 9万平方米

重点项目推进不力
纪检监察机关问责

嘉祥为干部建起
廉政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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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海峰 王世翔
本报通讯员 董玉龙 邓美平

天刚蒙蒙亮，夏津县苏留庄镇东闫庙村
村民李志庆就招呼老伴和儿子儿媳，来到自
家的古桑树园采收桑椹。与其他地方桑树显
著不同的是，当地古桑树冠高达10米以上，
成熟的桑椹娇嫩异常晶莹如玉，采起来更是
有讲究，采用“抻包晃枝法”，俗称“打枣晃
椹”：只见下面几人抻着一张大大的布幔，李
志庆手执一把长钩，钩住枝条后轻轻晃动，

“唰唰唰”，顷刻椹如雨下，悉数被布幔接住。
5月19日，夏津椹果生态文化节开幕，当

地游客如织；刚刚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的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夏津黄河故道古桑
树群”揭牌。借着这东风，椹果的零售价格当
日达到了每斤2-3元，李志庆一家忙到晌午，
自家35棵古桑“晃了”一半，已收获椹果500多
斤，尽管累，但心里美得很。

对一个月前在意大利罗马接过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授牌的夏津县县长高善玉
来讲，心里除了高兴，更有沉甸甸的责任：夏
津古桑是我省目前唯一的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获得“世界遗产”金字招牌意味着什
么，未来如何保护传承，如何开发利用？

现实存在的很多问题要到历史中寻找
答案。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内，一座古色
古香的纪念馆门前，游人被“治沙县令”朱国
祥的故事吸引，时光又被拉回到千百年前。

千年古县夏津位于鲁冀交界、黄河故
道，黄河干流两次流经，六次泛滥决口，为这
里留下一片30万亩连绵起伏的沙丘地，风沙
肆虐，民不聊生。在当地人民长期与风沙抗
争过程中，桑树由于生命力旺盛、根系发达，
成为防风固沙保土的重要树种。300多年前，
清知县朱国祥出巡夏津，见“地半沙滩，不宜
庄稼”，于是引导当地百姓“且喻以多种果
木，庶可依免风灾而裕财用”，此后夏津种植
果桑（有别于叶桑）达到高潮；到了100多年
前，面积达8万亩，“援木可攀行二十余里”，

大大改善了当地小气候和水土环境。
天灾人祸、战乱饥荒，几经浩劫后这里

依然保留着全国面积最大的古桑树林群，但
仅遗存6000多亩，其中百年以上古桑2万余
株。谈及古桑林的变迁，闫庙村党支部书记
冉凡成说，最近的一次较大面积砍伐是大约
30多年前，一些村民将桑树砍了种粮种棉。
他的邻居、61岁的张桂兰接过话头：这个村
当时砍得少，自己娘家在另外一个镇，现在
几乎没剩下几棵了。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为什么不稀罕？张桂
兰说，人穷啊，也没有前后眼。当时桑椹果放
不住、运不出、不值钱，是“不长腿”的作物；
远了不说，十几年前，头下午摘了，村里的男
人用“洋车”驮着俩篮子，当夜赶上百里地到
德州、禹城等地出早市，能卖个几十上百元
就不错，过了午送都没人要。“谁知道现在成
了好东西呢？”

时代在发展，理念也在变化。近年来为
了保护这片遗产，夏津县制订了古桑树群保
护与发展规划，推进标准化种植，打造了黄

河故道森林公园，同时挖掘积淀着千年历史
的农桑文化，提升文化内涵；李文华、束怀
瑞、向仲怀等院士们和西南大学、齐鲁工业
大学等院校专家学者来了，帮助县里和农民
出主意，提供智力和科技支撑；汇源果汁、德
百集团来了，投资建设果汁加工厂、温泉度
假村和旅游小镇，各类休闲观光项目和旅游

节庆活动，让夏津知名度大幅提升，2017年
游客超过200万人次。当地注重古树保护和
让农民受益并进，引导党支部领头创办合作
社，鼓励群众以桑树入股并分享二三产增值
收入。

夏津尚品源桑树产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3年，理事长李民是夏津城东八里庄人，
他的祖上清末秀才李存瑞，是当时远近闻名
的制作椹糕、桑茶的能手，创立了“遐龄堂”

“八宝珍”“五福蜜”“彭寿仙参”等桑产品“品
牌”，如今李民建设桑椹加工生产线两条，桑
叶加工生产线两条。在他和冉凡成等人的带
动下，原本几乎无用的桑叶，加工后可卖到
上百元每斤，古老的手艺和品牌又有了新的
传承。夏津东方紫、卡洛斯、圣源等桑类企业
发展迅猛，目前年加工椹果能力达2万吨，桑
叶1000吨。

人们这才发现，桑树浑身是宝，果干、果
酒、桑叶茶，桑黄、桑耳、桑籽油，药品、饮品、
保健品，在夏津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果桑产业
发展大会上，中国蚕学会理事长，国家蚕桑
产业技术体系加工研究院主任廖森泰表示，
将桑产业延伸到生物产业、健康产业，未来
市场潜力巨大。

桑产品“长腿”走了出去，农民没有再砍
树的了，他们自发对古桑树枝条进行扦插，
繁育新的桑园，每年新植桑树万亩以上；今
年夏津县将围绕古桑树群把24个自然村合
并为一个乡镇，打造生态旅游核心景区，总
面积近2万亩；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已达
61 . 8%，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每立方厘米
13万个，“生态高颜值”已成为夏津亮丽名
片。

从砍树到种树，从提篮小卖到全元素利用，夏津黄河故道古桑群焕发勃勃生机———

“两山”理念入心，“世界遗产”生金

乡村产业振兴实践

夏津从一粒椹果到桑的全元素利用，
衍生出一条三产融合的产业链，聚变出一
个特色品牌。生态资源成为夏津绿色发展
的第一资源。

夏津古桑是我省目前唯一的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夏津最大的特色是绿色，最

具竞争力的优势是生态。而只有让老百姓
见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他们保护开发利用
的积极性才能提高。在推进乡村振兴中，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入脑入心、
外化于行，古桑树资源保护开发的生动实
践必将让这片世界遗产焕发新的光芒。

■书记点评

守护好山东唯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夏津县委书记 才玉璞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李继国 黄超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多亏了区里的帮扶领导

和张经理，帮我介绍了编织的活，让我脱了
贫。”5月19日，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冯庄
村76岁的贫困户孙业彦，拿着手工编织的“迷
你小粪箕”高兴地对记者说。

孙业彦是2016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年老体
弱，缺少收入渠道。帮扶人员介绍台儿庄古城

“巧姐柳编”店老板张亚亚向他传授“迷你小粪
箕”编织技术，并以每个20元的价格收购，帮助
他月增收1200多元，2017年顺利实现脱贫。

近年来，台儿庄充分发挥古城旅游产业
优势，推行“古城+”扶贫模式，采取“旅游产品
加工+贫困户”“旅游扶贫项目+贫困户”“委托

经营+贫困户”“爱心贷+贫困户”的方式，带动
1000余名贫困人口增收脱贫，走出了一条以
骨干旅游景区为依托，造血与输血并举的旅
游扶贫新路子。

“旅游产品加工+贫困户”。立足台儿庄古
城旅游市场需求，结合地方特色，自主研发民
俗工艺品、工艺包、喜庆用品等特色手工小商
品在台儿庄古城内销售，采取“前店后厂”的
方式，带动贫困人口从事特色旅游小商品加
工，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截至目前，该区
已有柳编、中国结、工艺包、泥塑等7大类300
多种地方特色旅游小商品在古城内销售，累
计在镇（街）设立来料加工点100余个，带动
3000余名城乡居民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600余名。

“旅游扶贫项目+贫困户”。以古城为中
心，规划全域旅游精品线路，在沿线村发展休
闲观光农业、民宿等旅游扶贫项目，带动贫困
户通过参与旅游产业发展实现增收脱贫。截
至目前，该区累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60
万元，在张山子镇黄邱、后楼、侯塘、丁庄，泥
沟镇西兰城、邳庄镇沧浪庙等6个村实施旅游
扶贫项目6个，惠及贫困人口197户475人。位于
古城附近的邳庄镇沧浪庙村，整合资金120多
万元实施民宿项目，带动全村8名贫困人口从
事保安、保洁、厨师、导游等旅游服务工作，月
收入过1000元；全村32户贫困户户均年领取分
红1500余元，2017年全部实现脱贫。

“委托经营+贫困户”。将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投入到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镇

街与公司签订委托经营协议，公司按年度向
贫困户发放保底效益分红。脱贫攻坚期后，收
回全部扶贫资金作为镇（街）扶贫基金，用于
脱贫巩固。2018年，泥沟镇将234万元省级财政
扶贫资金投入到古城委托经营，80户174名贫
困人口人均可领取分红1000元。

“爱心贷+贫困户”。金融机构精选古城等
优质大型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爱心贷”，
企业与镇（街）、贫困户三方签订帮扶脱贫协
议，将利息优惠额及财政贴息资金作为救助
金，按年度发放给有重大疾病或遇重大灾害
的特困户，并优先为其提供就业岗位，实现了
企业增效和贫困户增收的双赢。目前，该区已
为古城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办理“爱心贷”1000
万元，向200名贫困人口发放救助金40万元。

“古城+”模式开辟旅游扶贫新路
台儿庄：造血与输血并举，全区1000余贫困户脱贫

□记者 董卿 从春龙
通讯员 李阳 李克良 报道
本报龙口讯 4月24日，记者走进位于龙

口市兰高镇的创业园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
里正在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据悉，此次座谈会
由该镇综合党委就人才引进工作组织域内规
模较大的企业召开，旨在以党建引领人才工
作，全面了解企业在人才等方面的需求。

为强化非公企业党建力量，兰高镇综合
党委下辖18个非公企业党支部全部进驻青年科
技创业园党群服务中心，主动加强党建管理，
以党建工作指导企业发展。从该市人才办获

悉，在综合党委的带动下，该镇已引进鲁春
辉、夏建龙两名“千人计划”专家和“泰山学
者”刘建军，为域内企业发展注入了新力量。

今年，龙口市精心打造“两新”组织党
建新样板。“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的
加快，党建工作必将为新形势下企业的健康
发展和企业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提供更加有利
的条件。”立和机械总经理戚大献表示，此
举增强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活力，夯实
了新旧动能转换党建基础。

而据兰高镇党委副书记闵中华介绍，下
一步，该镇将依托青年科技创业园党群服务

中心，一方面不断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切实把党的建设、职工维权帮扶、企业招才
引智等工作延伸到更多非公企业，另一方面
深入挖掘域内社会组织，全力培植不同类型
的社会组织党组织，将青年科技创业园党群
服务中心打造成“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示范
点。

“两新”组织不仅覆盖了非公企业，同
时也走进了群众组织。在龙口市新嘉街道文化
广场上，一场特殊的挂牌仪式正在举行，“今
天，我们舞悦人生广场舞特色党支部成立
了！”该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郑丽英接过党支

部授牌、党建礼包后激动地说。每到傍晚，这
里总是准时响起欢快的乐曲，一支由数十人组
成的广场舞健身队随着音乐欢快地起舞。就是
这支普普通通的广场舞健身队，也正式挂牌成
立了特色党支部。而像这样的“两新”组织，
该街道已有28个，党员100余人。新嘉街道负责
人告诉记者，广场舞特色党支部的建立，是街
道党建工作的又一次突破创新，更是龙口市在
党建引领群众组织发展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近年来，龙口市在全市实施“两新”组
织“双百双十计划”，在非公企业层面，针
对全市非公企业集聚发展优势明显的实际，
龙口市结合街道（园区）、区域党群服务中
心建设，着力推进“五区一群”示范点建
设。在社会组织层面，探索实施“组团集群
式”党建模式，实现党建活动联办、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共同提升。“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

广场舞队有了特色党支部
党建引领，龙口实施“两新”组织“双百双十计划”

□王世翔 张海峰 报道
5月19日，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内游人如织，享受椹果采摘乐趣。当日，2018德州

“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暨第十一届夏津椹果生态文化节开幕。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王哲 朱叶

“公务接待为什么没有接待函？一张接
待函不能连续进行招待。”

“请放心，我们一定整改好，今后严格
按照要求执行。”

近日，新泰市纪委派驻第五纪工委对其
监督单位市环保局开展轮驻监督，全面了解
该局党风廉政建设相关工作，最后梳理出3

个问题，并提出相应意见建议，要求其第一
时间进行整改、反馈。

新泰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曹金
介绍，轮驻监督就是各派驻机构在抓好日常
监督工作的同时，选择一个部门驻点监督，
开展“廉政体检”，驻点时间根据客观情况
弹性决定。“过去派驻机构联系单位多，力
量不足，监督触角很难延伸到单位末梢，实
行轮驻监督，可集中发力，让监督从‘悬在
半空’到‘落地生根’，派的权威和驻的优

势就更加明显了。”曹金说。
据了解，轮驻监督期间，派驻机构首先

结合轮驻单位工作实际，各自制订轮驻工作
方案，重点检查被监督单位的纪律规矩制度
执行、主体责任落实、作风建设、廉政风险
防控以及巡察整改落实等内容；对检查出的
问题还要形成书面意见，反馈至被监督单
位；最后要求各被监督单位根据反馈意见提
出整改方案措施，进行及时通报。

实行轮驻监督制度后，各派驻机构始终坚

持问题导向，在轮驻监督单位设立举报箱、举
报电话，畅通群众举报渠道，一旦发现重要线
索，立即转交案件检查室进行查处。市纪委派
驻第七纪工委轮驻12345民生热线时，收到反映
某通信公司业务员私自给客户开通通信套餐的
举报高达182次，派驻纪工委立即将问题反映
到市纪委，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被约谈，责令整
改，退赔客户套餐费用。

“每一次轮驻监督都是一次解剖麻雀的
过程，就要‘竖起耳朵’‘张大眼睛’‘并
拢十指’，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就是失
职；发现问题没有及时报告，就是渎职。”
新泰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
军说，自轮驻监督工作开展一个月以来，先
后向被监督单位提出整改意见27条，发现各
类问题线索7个，立案2件，党纪政务处分4
人，约谈1人。

“走出去”监督 “坐下来”问诊
新泰：轮驻监督让纪监“探头”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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