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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 郭颖 报道
本报利津讯 6月14日，在利津县汀罗镇

汀河三村果树种植基地的甜瓜进入集中采收
期。新上市的“瓜呱乐”大甜瓜、受到客商青
睐。

“这里的甜瓜脆甜皮薄，周日带着孩子来
这里不仅吃到新鲜的甜瓜，还能呼吸到新鲜空
气，这里简直太美了。”来自滨州的游客李子
丹正带着孩子在这里享受田园乐趣。

记者了解到，汀河三村果蔬大棚种植基地
总占地面积1800亩，低温大棚45个，占地220
亩，投资150万元修建园区水泥路和桥涵，架
设高低压线路，带动了周边5个村发展高低温
大棚瓜菜种植。

该镇毛坨村与青岛农业大学签订了长期
合作协议，投资600万元建设了青岛农业大学
东营研究院。依托这一优势，汀罗镇做好现
代农业、设施农业技术推广，实现了“绿色
农业+观光旅游”发展模式，高标准农业园区
的不断建设也让全镇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不断
完善。

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该镇建立了有机基
质蔬菜基地和葡萄种植基地，规划建设了总面
积5719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在毛坨村的带动
下，周边8个村发展了有机蔬菜种植。汀罗镇
还积极推动“镇校结合”“校村结合”，在全
镇73个村成立了科技推广点，鼓励与高校建立
联系，引领农民科技种田。

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汀罗镇还不断加
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依托高标准土地开发项
目，汀罗镇还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加强以
排灌体系配套为重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
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全镇实施了1 . 5万亩
陈家方高标准农业示范园区项目，以项目建设
为载体，重点发展“上农下渔”种植模式，目
前，以前邵方现代农业优质种植区、陈家方现
代农业高效示范区、毛坨片现代农业特色示范
区、前关片现代农业休闲观光区和金盆片盐碱
地花生科技示范基地为重点的“四园区一基
地”农业发展格局逐步成型。

今年，汀罗镇继续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
为主线，大力发展以“三产融合”为主要标志

的现代农业，加快“乡村振兴”战略步伐，拉
开了新一轮农业“新六产”开发热潮。

以园区化、公司化、品牌化发展为目标，
该镇鼓励群众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
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兴产业，加强“三
品一标”和原产地认证，引导工商资本发展设
施农业和精深加工项目。在巩固禁养区关闭搬
迁成果的基础上，制订畜牧园区发展规划，促
进畜牧业转型发展，积极创建省级畜牧业绿色
发展示范镇。充分借鉴“新六产”绿色工厂建
设经验，着力培育前关村田园综合体、省级渔
业公园等田园综合体，开发农业旅游、教育、
文化等多种功能，壮大农业“新六产”规模，
提升传统产业档次。

□记 者 李广寅
通讯员 薄文军 王娜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19日上午，一场别开生
面的“党建+公益 各族一家亲”公益大集主
题活动，在东营市垦利区垦利街道和平社区居
委会上演。

上午8：30，垦利街道和平社区广场上，
人声鼎沸，音乐喧天，《爱我中华》的歌曲拉
开了活动精彩的序幕。橄榄树公益中心、胜利
中医院、垦利区人民医院、社区志愿服务队
等，为居民提供义诊宣教、测血压、诊查眼
睛、黄手环发放等公益服务，还设置了现场报
名歌唱、游戏等才艺展示、扫码送礼、集赞送
礼的互动环节，来自社区文体自组织舞蹈队表
演的腰鼓舞《吉祥颂》、健身舞《太想念》及
《海草舞》，则将整个活动推向了高潮。“现
场，我们社区‘匠心社’青少年家庭志愿者制
作的手工串珠作品进行了义卖，爱心资金将用
于探访社区困难弱势群体的公益活动。”和平
社区工作站站长薛莲告诉记者，社区始终坚持
以党建为统领，以服务为根本，引导多方力
量、整合各种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实现
优质高效，这一途径也获得了社区居民的认
可。

垦利街道城市社区辖12个居委会，48个居
民小区，6023家个体工商户，20个非公党支
部，服务管理城区居民3 . 4万户8 . 3万人，党员
2836人。立足实际，街道组织成立了胜兴、东
方 6个社区“大党委”，组建街道“大工
委”，搭建起在职党员、共驻共建单位与社区
居民之间的连心桥。社区党组织与105个驻区
单位签订共驻共建协议，实现资源共享、共建
互补、活动共联，仅2017年就联合开展广场文
化汇演、宣讲团宣讲、邻里百家宴等活动126
场次。

街道创新“支部+”模式，统筹推进街

道、社区、商务楼宇、企业、社会组织等领域
党建，成立了金融行业、文体队伍两个党总
支。统一制订街道、社区、“两新”组织党群
服务阵地建设标准，坚持外观标识、管理方
式、服务流程“三统一”。丰富多彩的党群互
动活动过程中，永兴同心苑、东方睦邻缘、胜
兴幸福汇等特色党建品牌脱颖而出。

从去年起，垦利街道试点推行“党建+网
格”，以服务便捷化为目标，大力推行“人往
格中去、网在事中办、服务零距离”的工作模
式，以“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社区党支部-
楼栋党小组”为基本框架，将居民区划分为

537个基本单元网格，发挥党员在居民自治和
网格化服务管理中的骨干作用，将党建、民
生、维稳、安全等工作沉到网格。利用网格党
建，街道先后开展了禁种铲毒“天目行动”、
创城“毁绿种菜、乱堆乱放”集中清理、“四
闲院落、九小场所”排查活动130余次；开发
的“垦利群众”微信平台，建立举报奖励体
系，发动群众对身边的涉毒、涉油、邪教等违
法犯罪行为进行实时拍照上传，在城区构建起
强大的群众监督网络，全面提升城区居民安全
感和满意度。

社区管理创新无止境。2017年4月，垦利街

道成立了全区首家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孵化橄
榄树志愿者、益道社会服务发展中心、三味书
屋、阳光党务4家社会组织，先后组织开展巾
帼创业“花蕾”行动、“国粹公馆”公益教
育、党务督察等多种形式的社区服务活动120
余次。同年10月，该街道积极探索全过程闭环
式购买服务模式，率先引入“城市社区综合运
营商”项目，将涉及城市社区管理的5个方面
20项具体任务整体打包，交给全国百强社工机
构——— 深圳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办理，让社
区治理实现了进一步升级，居民的生活指数也
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 本报记者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田鹏飞

中小学、幼儿园、医院、商场、加油站等
人员密集场所，一直是治安巡防的重点单位，
像这样的重点治安巡防单位，在东营市垦利城
区就有23家。

5月中旬以来，针对这些巡防单位，垦利
区将专业的动态巡防与重点单位内部的安保工
作互相结合、互相补充，把每家重点单位作为
巡防工作的必经点位，编制起了城区范围内全
覆盖、无遗漏的巡防网格，推行了“23·2·4”
巡更打卡式巡防模式。“23·2·4”巡更打卡式
巡防模式，即23个重点单位必须巡防到位，2
种打卡方式确保巡防到位，4个巡逻组陈兵路
面确保处置到位。

垦利区相关部门根据重点单位的分布情
况，规划了较为科学的巡逻路线图。“这个路
线图只是一个参考，每个小组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适当调整，灵活机动，不受路线限制，
但是必须确保重点单位到达，必须确保垦利城
区全天候动态巡防无死角。”东营市公安局垦
利分局民警程敏说道。在工作中，程敏所在小
组对垦利区人民医院、信誉楼商场、银座商城
等人员较为密集的场所内部巡逻计划进行了调
整，既缩减了每一个巡防轮次的周期，也提升
了巡逻工作的实效性。

程敏是垦利街道派出所的一名民警，她也
和其他同事一样参与辖区的巡查巡防工作。

“我负责医院南门保安值守情况的检查，

你直接到医院北门，各自检查完后，到急诊、
门诊、住院部、病房转转，会合以后到下一个
目标点。”这是程敏与同事李多瑞形成的工作
默契。

为了确保巡逻组到达每一个“必经点
位”，巡逻组会在到达巡逻点以后，完成两项
打卡内容，一方面由重点单位内部安保人员在
巡逻台账上签字，作为民警巡逻到位的见证，
实现现场打卡；另一方面由巡逻民警采集本组
民警到达巡逻点位后的视频及图片资料，实时
回传至派出所巡防工作群，实现网上打卡。

“我记录了一下，这是刚才消防大队对于
整改这处隐患提出的4点建议，咱们根据实际
情况，积极落实好整改。”民警王新孟对前一
天巡逻期间在垦利街道卫生院发现的一处安全
隐患，邀请消防工作人员到场进行指导整改。

这是巡防组完成打卡的同时担负的另外一
项任务：对重点单位内部安全保卫工作进行检
查、指导，及时发现内部安保工作存在的漏洞
和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堵塞管控漏洞。

“打卡是为了确保我们巡逻到位，真正的
任务是要确保咱们重点单位的绝对安全，确保
辖区社会面的绝对安全，对发现的隐患，还需

要你们认真地落实；确实有困难的，再跟我说
一下，咱们一起研究。”每发现一处隐患，王
新孟都会这样叮嘱该单位安全负责人，他说，
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警力充足是保证治安效果的保障。垦利区
在城区对每个巡逻小组实行1名民警+2名辅警
的基本配置，并且保证每天都有4个巡逻小组
陈兵路面。无论是治安警情、交通事故还是求
助等警情类型，巡逻小组必须要参与先期调查
处置工作。

“我们的任务重了，但是警情才处置效率
也提高了。”这是垦利分局民警王亮参与巡更
打卡式巡逻以来的感受。在前几日一次晚上的
巡逻中，王亮所在小组对一处交通事故现场进
行先期调查时，第一时间发现了可疑线索，并
将酒后驾驶肇事逃逸的犯罪嫌疑人孟某某抓获
归案。

4个巡逻组按照“每日巡防必达”的标
准，以23个重点单位为巡更点，各组相互交
织、互为补充，形成严密的动态巡防网，既实
现了对重点单位的动态监管，又拉动了社会面
巡逻防控工作的全面开展，也为垦利群众带来
了一座“平安之城”。

□李伟伟 王潇莉 报道
本报利津讯 “以前这里是一片草地，现

在建起了亭子和廊道，周边还栽上了花、种上
了树，为我们这些看孩子的老人提供了一个好
去处，我经常带着孙子到这里散散步。”6月
22日，正带着孙子在利津县教育局西侧的节点
游园内散步的郭学芹说。

在利津，利华益小区前设置了花坛、木
亭、休息椅，利一路与津二路交叉路口旁栽种
油松、国槐、安置景石，丽苑小区前游园铺设
游路、建设亭廊……一个个“巴掌”大小的地
方被打造成市民的“后花园”。今年，利津县
城区内6处公园、9处主要路口节点游园进行美
化提升，并设置文化小品雕塑。

在打造街头游园基础上，利津县通过实施

拆墙透绿，拆除了43个单位的院墙，仅此一项
就增加了13个街头游园、27个林荫停车场、21
个二类标准以上厕所、2 . 6万平方米绿地，让
市民出门“300米见绿，500米见园”，实现了
机关单位与公共区域灯网、路网、绿地的连通
融合，畅通了城区微循环，拉近了与群众的距
离。

利津县围绕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市容市
貌、环境卫生、街头景观等城市建设热点，以
群众生活幸福为标杆，推行城市精细化管理，
实施了城市绿化、街头游园、道路改造、公厕
品质提升等一批民生工程，精耕细作城市管理
“责任田”。

“以前在雅美纺织厂南边的马路上摆摊卖
水果，每天都要跟城管‘打游击’，自己也知

道这样做阻碍交通。后来县里在三里市场西侧
开辟了一块空地让我们摆摊，我就把水果摊搬
到这里来了，现在不仅不用躲城管，生意也比
以前好了，自己心里也感觉舒服多了。”在利
津县三里市场摆摊的扈庆安告诉记者。

扈庆安口中的三里市场西侧的空地，是该
县城市管理部门与三里市场管理办公室协商，
让一部分经济条件差、难以负担摊位租赁费的
流动商贩在此入场经营。除了三里市场，该县
还新建了西关桥便民市场，对利龙市场进行了
改造升级，在城区设置了6处便民摊点，让摊
贩安家落户。在店外经营、户外广告的整治上
也积极创新，采取“三遍告知法”，第一遍入
户宣传，第二遍政策解读，第三遍监督执行，
真正做到与商户沟通到位，将市容市貌整治进

行到底。
今年，利津县还对城区12座公厕进行改造

提升。改造过程中，粉刷外墙，包贴外墙裙，
更换美观且方便出入的玻璃门，室内进行吊
顶，更换安装品牌洁具，配置大理石台面的洗
手盆、仪容镜等设施，采用隐私性更好的实木
颗粒板隔断，冲水方式改为即时性的水阀冲
水，大大提高了卫生水平。

在公厕管理上，该县建立了公司、小队
长、公厕管理员三级管理体系，由环卫托管公
司全面调度，小队长负责进行连线巡查，公厕
管理员定岗定点。同时，在公厕管理间设置环
卫工人歇脚点，为环卫工人提供热水、打气筒
等服务。

□记 者 王 晶
通讯员 张学荣 报道

近日，位于东营市河口经济开发区
的东营大功率风电直驱电机生产基地西
安中车永电捷力风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
司员工正在对风力发电机进行组装。河
口经济开发区按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要求，抓住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机
遇，瞄准国际一流，持续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弘扬工匠精神，推出一批高
科技含量、高工艺水平、高附加值的产
品，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回应群众关切 提升民生工程

利津推行城市精细化管理

构建严密动态巡防网 实现重点单位全覆盖

垦利大巡防巡出“平安城”
◆垦利区将专业的动态巡防与重点单

位内部的安保工作互相结合、互相补充，

把每家重点单位作为巡防工作的必经点

位，编制起了城区范围内全覆盖、无遗漏

的巡防网格。4个巡逻组按照“每日巡防

必达”的标准，以23个重点单位为巡更

点，各组相互交织、互为补充，形成严密

的动态巡防网，既实现了对重点单位的动

态监管，又拉动了社会面巡逻防控工作的

全面开展，为群众带来了一座“平安之

城”。

校村合作带出农业发展新模式

“党建+网格”提升社区治理满意度

□周春亮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东营市垦利区始终把干部队伍

建设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坚持以鲜明的用人导向选好人，以严格的制度办
法管好人，以完善的培训体系育好人，以健全的
工作机制用好人，取得了良好成效。

全区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标准，突出与
扶贫工作相适应的能力素质要求，从全区选拔专
业人员组成各工作小组；先后出台了机关管理制
度、考勤制度、财务制度、学习培训制度、廉政
行为准则等管理文件，推动扶贫干部管理工作科
学化、规范化，同时制定扶贫干部教育培训计
划，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着力打造一支善于学
习、业务精通、政治坚定的扶贫队伍，定期开展
走访评议，细化责任分工，加强沟通协调，营造
起积极主动、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

垦利强化扶贫
干部队伍建设

□通讯员 王颖芳 刘浩
记 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19日，一走进东营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东营区胜园街道）“两新”组织
党群服务中心，远远就能听见锣鼓铿锵，人声鼎
沸——— 胜园街道新型农民学校锣鼓培训班正在排
练，来自胜园街道东现河等8个村居、社区的30
余名学员参加培训。为保证教学质量，培训班为
期5天，通过理论学习与练习相结合的方式，固
定2-3套锣鼓队打法，使学员真正掌握锣鼓的正
确敲击方式。

“培训后期会挑选优秀学员组成新农校锣鼓
队，寓教于乐的形式既给锣鼓爱好者提供一个表
演的平台，也能进一步扩大新农校影响力。”街
道新型农民学校锣鼓培训班负责人介绍，锣鼓培
训班旨在提高居民文化生活质量，同时为有相应
求学愿望的锣鼓爱好者提供一个专业的学习平
台，扩大新农校培训范围，全面提升辖区居民整
体素质和生活质量。

胜园街道整合师资力量，与东营纬科国际石
油培训学院合作，成立新型农民学校培训基地，
主要针对企业员工、农村广大村民开展培训；与
黄河口职业培训学校合作，成立新型农民学校实
训基地，主要针对农村广大村民开展技能、创业
方面的培训。同时，投资10万余元对东营大学生
创业园新型农民学校分校及街道“金桥”新型农
村培训学校教室、培训器材等方面进行改造提
升，建立专业授课教师信息库，确保师资力量及
人员培训类型全覆盖。

胜园街道还创新形式，做好结合，探索培训
新模式，结合每月开展的党员集中活动日充分做
好党员教育，通过会议记录、视频学习、交流互
动等方式保证党员学习的参与度，提高党员学习
的积极性，依托党建可视化系统这一学习平台，
利用交流互动功能，实现街道培训和村居培训的
同步化，打破时间、空间对于村居教育的制约。

胜园街道将新型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作为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广大农民素质、助推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重要工作来抓，整合培训资
源，创新培训方式，加大资金投入，多层次、多
渠道、多形式、大规模地开展农村党员群众教育
培训，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
明的新型农民和懂经营、会管理、善服务、当先
锋的农村党员干部队伍的教育培训，使党员和群
众参与率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新农校培育新农民

□李明 刘福春 报道
本报广饶讯 6月18日，广饶县李鹊镇段家

村李树生家的小麦正在收割，收割机在田间来回
穿梭，看着一年的辛苦即将迎来收获，老李脸上
挂着笑容。15亩小麦收割完成，李树生专门拿出
一亩地的产量在地头称了起来。“620 . 7公斤！
今年收成虽然不及去年，但比自己的估计高出近
百斤。”李树生家的麦地是当地的小麦种植示范
田。“现在种地都是配方施肥，也就是测土配
方，根据土壤养分数据，确定所需的各种肥料及
用量。”李树生说，科学种田越来越被农民所接
受，现在麦田还实现了实时浇水。“从种植模式
上我做了一些改变，把小垄改成大垄种植，提高
了土地利用率，浪费的耕地面积少了，粮食产量
自然提高了，连续几年亩产都超过了700公斤，
今年减产主要是气候原因造成的，科学种田啥时
候都不过时。”

农户每亩小麦的投入和产出又是多少呢？李
树生在地头算了一笔账。“一亩麦子，耕地50
元，种子40元，农药70元左右，浇水60元左右，
肥料200元，收割60元，其他投入20元，成本投
入约500元。按照亩产600公斤，小麦价格2 . 5元/
公斤计算，每亩小麦纯利润可达1000元左右。”

跟老李的“单打独斗”不同，广饶锦绣千村
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玉梅则流转了140亩
土地，搞起了规模化经营，今年小麦亩产大约在
550公斤左右。眼下，小麦收割基本完成，接下
来，合作社要跟社员签订玉米种植合同了。“农
资统一供应，合作社协助管理帮农民降低了生产
投入，而且粮食的销售价格还比市场价高出不少
呢。”田玉梅说，合作社现在大力推广订单种
植，使合作社的粮食从播种之日起就贴上了“优
等生”的标签。

锦绣千村合作社示范带动粮食种植约30000
亩，合作社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为社员统一供应种
子及各类农资，并免费提供生产机械给社员使
用，帮助社员实施病虫害防治及技术指导。合作
社与法国罗盖特公司签订了玉米定向种植合同，
玉米从种到收，从种子到管理都受到了该公司的
指导，销路更广了，农民的致富路也更宽了。

近年来，李鹊镇累计投入5500万元，先后实
施鲍家片区、小张片区等5个万亩农田改造提升
项目，通过对项目区水、电、路、沟、渠等进行
综合提升，农业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发展
各类专业合作社85家，其中市级示范社4家，省
级示范社4家，通过规范化、规模化经营，合作
社成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助推器”。

麦浪滚滚迎丰收


	2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