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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李 超 范维先

7月2日，星期一。像往常一样，曹同中早
早起来吃过早饭就往镇上赶。他要参加镇上
每周一次的晨会。“去晚了挨批！”曹同中笑
说。

曹同中是博兴县曹王镇曹三村党支部书
记，他去参加的是曹王镇党委书记主持召开
的每周“全镇村党支部书记点名会”，全镇32
个行政村的支部书记都要参加。

各村党支部书记每周一上午8：30到镇参
加工作例会，支部书记对上周党建工作、项目
进展、环境治理等方面工作进行汇报，镇党

委、政府有关负责人对上周工作进行总结，对
本周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紧急工作及时落实
责任到村支部书记，有效避免了层层传达可
能产生的疏漏。会议一般个把小时甚至更短。

据了解，曹王镇试行农村党支部书记职
业化管理在全省是首试。

所谓职业化，就是农村党支部书记这个
岗位实现半脱产化和公职化，其工资报酬纳
入镇财政供给范畴，党支部书记出勤与年底
千分制考核得分直接挂钩，并逐步探索建立
和健全相应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增
强农村党支部书记岗位对基层优秀人才的吸
引力。

“通过参会我们对工作要求的认识更清

楚了，镇上还让我们入了工会，待遇和机关干
部一样，自己有了更多的认同感。”杭屯村党
支部书记王中文说。

与此同时，曹王镇科学制订理论学习、外
出考察、集中授课等培训计划，借助每周例会
的契机，通过科室负责人讲解、党校老师讲
课、召开新老书记座谈会等形式，全方位提升
村支书工作能力。

“推行农村党支部书记职业化管理是针
对‘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活动发现的工作
短板制订的整改措施。这个制度既把矛盾化
解在基层，又提高了工作效率，打造了一支作
风优良、本领过硬的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
曹王镇党委书记吕友庆说。

据统计，今年以来，晨会集中研讨各类重
点问题50余项，化解信访积案12件，违法建
设、环境保护、村集体增收等难点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截至目前，在各村党支部书记带
领下，全镇已完成更换吃水管道、整修农灌
变压器、安装照明路灯等70项为民承诺服
务。全镇32个村已全部成立由村“两委”主
导的粮食种植合作社，2018年预计各村集体
收入全部达到3万元以上。今年麦收时节，
各村党支部书记带头成立巡逻队伍，24小时
坚守“三夏”生产第一线，全镇未出现一起
焚烧秸秆现象，未发生一起夏粮偷盗行为，
各村信访问题化解率100%，群众对村干部工
作满意率达到98%以上。

这里的村支书每周开晨会
博兴县曹王镇：农村党支部书记职业化管理探路乡村组织振兴

□本报记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江 源

“以前看场演出，得倒好几趟公交进
城，现在好了，走路五分钟就能到家门口的
东部市民文化活动中心。”6月17日，青岛
市李沧区世园街道上流佳苑社区71岁的居民
李存奎说。

李存奎说的李沧区东部市民文化活动中
心，投资6000余万元、建设面积6800平方
米，在全省县区级同类文化场馆中属于一流
水平，有音乐厅、音乐制作室、电钢教室、

古筝教室、琴房、电子阅览室、图书阅览
室、棋牌室等十余个功能区域。

为打造出色香味俱全的文化产品“套
餐”，李沧区政府购买服务让各类文化团体
开“餐馆”，事先搭配或组合好“菜谱”，
让老百姓根据自己的口味“点菜”，然后精
心烹调出“私人定制”的文化服务。这样一
来，政府不必事事亲自“下厨”，文化团体
有活干，老百姓还能吃上可口的“饭菜”，
社会能办好的事交给社会去办，政府减了
负；文化团体从参与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空
间，进一步发展壮大；老百姓享受到文化发

展红利，文化权益得到保障。今年，李沧区
根据大部分学生及家长的需求，通过购买服
务的形式向30多所小学送了100场儿童剧，实
现了叫好又叫座。

李沧区在调研中了解到，“你点我送”
模式让公共文化产品“接了地气”，但还是
局限于“输血”范畴，公共文化服务要持
久，必须要注重“造血”机能，实现自我发
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此，李沧区建
立内生机制，不仅“送文化”，还“种文
化”，引导和鼓励群众自创自办、自编自
演、自娱自乐、自主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让老百姓成为公共文化主体，实现从“观
众”到“演员”的转变。目前，李沧区已有
360余支群众文化队伍。

同时，李沧区还加大对街道文化站、社
区文化中心、群众文化队伍配备文化活动器
材力度，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群众
文化活动。近五年，为各街道、社区和群众
文化活动队伍配备音响、乐器、电脑、摄影
设备、演出服装、图书架、阅览桌椅、棋牌
桌椅等二十余种文化活动设施、器材，共计
21000余件（套）。

李沧：家门口提供文化“套餐”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薛海波 孙欣 报道
本报嘉祥讯 7月初，嘉祥县大张楼镇彭西村村民刘某

与邻居高某之间的矛盾终于化解，这起列入平安周例会的
“专案”，经过街道、服务区和村委会负责人近2个月的调解，
双方终于达成和解协议，化干戈为玉帛。

刘某与高某因为家门口堆柴火发生争吵，随着双方家
人和亲戚的介入，矛盾不断升级，仅凭镇派出所和村委会调
解难度非常大。为此，大张楼镇立即成立镇主要领导、服务
区及村委会负责人组成的调解专班，启动警调联动机制，并
将此矛盾纠纷列为镇平安周例会专案办结。经过三次集中
调解，双方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最终在包赔相关医疗费的基
础上，主动清除了产生争议的障碍物。

大张楼镇彭西村村民矛盾的调处，是嘉祥县推行平安
周例会有效化解村民矛盾的一个真实缩影。今年初，嘉祥县
以“做好源头稳控”为目标，在各镇街推行平安周例会，积极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

该县将平安周例会作为镇街层面分析研判化解矛盾纠
纷的实战平台。各镇街党（工）委综合运用镇街综治力量和
各项社会资源，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进行分析研判，明确
包案领导、责任单位、责任人、调处措施和化解时间。自平安
周例会开展以来，7个月已开展了300余次活动，化解矛盾纠
纷326件。

嘉祥：平安周例会
让“大事不出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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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王晓根 报道
本报威海讯 7月6日，威海南海新区小观镇于家庄村

于维政的家里来了10多个陌生人，又是陪着唠家常，又是
帮着做家务，还互留了联系方式。他们的到来让这个一直
沉寂的农家小院热闹了起来，于维政的脸上也露出了难得
的幸福笑容。

于家庄村是省定贫困村，67岁的于维政是孤寡老人。
这群陌生人是由威海南海新区社区居民组成的爱心扶贫志
愿团队，城市居民通过“牵手”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为
精准扶贫贡献一份力量。据威海南海新区扶贫办工作人员
介绍，他们把空巢老人尤其是独居贫困老人作为工作重
点，并摸排出了需要帮扶的详细名单，爱心扶贫公益组织
确定重点帮扶对象进行结对帮扶，除了物质帮助外，还通
过日常看望、帮做家务以及组织外出观光等形式，让他们
感受到党的温暖和精神上的满足。

威海南海新区
爱心志愿者情暖贫困户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朱宗峰 宋伟 报道
本报枣庄讯 7月5日，记者在位于枣庄

市山亭区西集镇的枣庄第十一中学看到，校
园内西南侧一座三层大楼拔地而起，工人们
正在忙着内部装修。校长陆峰告诉记者，这
是荣成市援建的山亭区特殊教育学校，今年
9月1日建成使用。

得知山亭区还没有特殊教育学校，荣成

提供500万元专项资金，山亭又争取了近500万
元，去年3月，动工建设山亭区特殊教育学校，
规模为18个教学班，可容纳残疾学生200多人。
荣成将每年选派3名专业教师来学校挂职指
导教学及管理；今年暑假，山亭将选派两名教
师去荣成进修，提高特殊教学水平。

2016年8月，省里明确威海市对口帮扶枣
庄市，荣成市同步支持山亭区。这样位于山
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市与身居鲁南群山腹地

的山亭区共谱扶贫协作“山海经”。
山亭区扶贫办主任马驰告诉记者，两年

来，荣成市围绕山亭区群众最关心、受益最
直接、脱贫最急迫的事倾心帮扶，推进“扶
贫开发、经济协作、农业合作、旅游合作、
人才劳务和社会事业合作”等六大扶贫协
作，加快了山亭脱贫进程。

去年6月，威海市农业局和枣庄市农业
局各出资10万元，在山亭区苏庄村建设了200

亩的螺丝椒生产基地。该基地30%的收益归
村集体，70%分给贫困户，安排贫困户劳动
力就业15人，并流转贫困户土地65亩，帮助
高安东等20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在产业协
作中，荣成还扶持西集镇、冯卯镇发展草
莓、苹果特色林果基地，带动51户贫困户脱
贫。两年多来，荣成向山亭连续投入帮扶资
金515万元，资助全区贫困老党员、贫困学
生、贫困母亲和贫困残疾人达3900人。

荣成：“六大协作”助力山亭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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