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刘智峰 周新峰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身为东营市东营区胜利街道
新胜社区的一名网格长，侯霞的笔记本里记录
最多的，就是她负责的网格下各住户的名字和
代办事项了。哪些需要随时关注、哪些每周走
访一次、哪些每月走访一次、哪些需要当面
访、哪些可以电话访……上班前和下班后，侯
霞都会仔细翻看记录本的内容，生怕忘了哪一
件。“万一忘了一件，那咱这工作就显得很被
动，也不负责任。”侯霞说，她所负责的伟浩
假日小区所有的住户，他都跑了好几遍。

在侯霞看来，要把群众服务好，就要把群
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网格当成自己的第二

个家，“心里时刻想着这个家、顾着这个
家。”从“敲门走访”开始，一家家上门谈
心、交心，从家门到“心门”，侯霞与居民交
起了心、做起了朋友。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网络管理
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
好的，特别是在与居民关系的建立上，更要花
一番心思。如何发掘居民需求，引导居民参与
社区自治，这其中网格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把每天的走访深化为爱心敲门声，及时
了解居民的信息状况；在节假日为困难群众、
老年群体送上一声慰问声；定期到留守儿童、
特殊群体、空巢老人的家中送上一声祝福声。
我们推行的‘三声’服务，就是想要进一步提
升居民的幸福感。”胜利街道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为了与社区居民保持良好的沟通，网格长
们还做到了“三勤”：“腿勤”，每天到辖区
里转一转，到楼栋里走一走；“嘴勤”，平日
经常与辖区居民朋友聊聊天，及时掌握他们的
生活动态；“手勤”，将每天的工作记录在
案，及时写下民情日记。“群众工作没有捷
径，我们的办法就是从点滴做起，用沟通拉近
距离，多为居民着想，用服务换得信任。”胜
景社区东方明珠小区网格长宋晓云说。

“加强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是新时代创新
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是有效提升社区管理服
务效能的重要手段，是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东营区区委书
记燕乃敏介绍。网格长重点提升做好群众工作
的能力，当好“四大员”，即政策宣传员、信

息采集员、群众服务员、社会监督员，明确与
小区物业是指导、联系、监督的关系，携手并
进，共同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近几年，东营区创新以“精细化管理、人
性化服务、多元化参与、信息化支撑”为特色
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在统筹考虑地理、商业、
交通、教育、卫生等布局的基础上，按照约
300户的标准将全区社区划分为976个基础网
格，每个网格配备1名网格长，每个网格长，
由区、镇(街道)落实工资待遇，网格长配备手
持移动终端，具体负责社区的政策宣传、信息
采集、综治巡查、民情民意收集、便民利民服
务事项代办等10项职责，并建立了“一日双
巡”“分级办理”等运行机制，实现了管理无
缝隙、服务零距离。

□李明 刘福春 报道
本报广饶讯 7月25日，在广饶县李鹊镇

张守凤家庭农场蔬菜大棚内，农场负责人刘廷
义通过电脑监控屏幕看着长势旺盛的一大棚芹
菜，心里美滋滋的。

“现在种菜太方便了，浇多少水、施什么
肥全部由电脑来控制完成，就连温度控制和病
虫害防治这样的‘细活’也是电脑说了算，现
在种地不讲究科学真不行。”从“卖只羊还用
得着上网吗”的疑惑，到“政策熟了、跑腿少
了”的喜悦，两三年来，刘廷义变化颇大。如
今，对于“一号文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等中央最新涉农政策和农业新技术、新趋
势，老刘张口即来，这一切得益于其二女儿刘
超的返乡。

2015年春节，怀揣着对农业发展前景的认
可，刘超辞掉了工作了3年的国企岗位回乡创
业，成为“家庭新农场主”。她说，返乡起初
最大的感触是理念不同，比如父亲坚持单纯种
植胡萝卜，不愿尝试新技术、新品种，更别说
搞多元经营了。本科毕业的“85后”刘超明
白，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农业科技和绿色生产
方式，回乡当年她就说服父亲为千亩胡萝卜种
植基地引进了水肥一体化设施，48小时就能完
成整个农场的浇水施肥、省时省力。

随着社会发展，绿色、安全的农产品广受
关注。刘超开始摸索绿色种养，建设了羊圈、
沼气池，养了200多只羊，形成了“羊———
沼——— 菜”绿色循环产业链，不但让胡萝卜下
脚料——— 胡萝卜樱实现了有效利用，种出的胡

萝卜果形和口感比原来更好，深受客户青睐。
2017年底，刘超准备把养殖的羊上网销

售。“这些羊在哪里、吃什么长大的，有图片
为证，微商销售非常火爆，一星期卖了80多
只，且价格高于卖给羊贩子。”刘超说。她还
利用第三方支付等解决了农资买卖、胡萝卜交
易时需要反复跑银行的问题。刘廷义起初认为
太麻烦 ,不如直接交给羊贩子 ,但最后也承认
“羊比俺卖得好”“还是网上结算方便快
捷”。

同刘超一样，李鹊镇段家村青年创业人才
李国敬从小喜欢养殖，读大学和读研究生时都
没有离开农业。2013年硕士毕业后，李国敬曾
在外地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培育的观赏鸡非常
受欢迎，最贵的一只卖到1000元。2015年回到

家乡专心投入特色农业，成立木子庄园生态农
场，申请了“硕士爸爸”生态农产品品牌，去
年仅观赏鸡的销售额就有10余万元。他还帮助
其他农户在网上销售农产品，效益很好，带动
的周边养殖户也越来越多。

为鼓励大学生和青年人才回乡创业，李鹊
镇专门出台《农村优秀人才创业实施意见》，
在土地、资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便利，
拓展乡村人才成长空间，拓宽乡村人才致富渠
道，鼓励优秀人才到农业农村一线去，成立家
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
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精细化，让众多乡村人才
由“潜力股”成长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
量”。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盖智广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以前的时候，在有文化底

蕴的家庭，大门口常常会挂着‘耕读传家’匾
额，意思是，白天锄地种庄稼，下雨天或晚上
读书，以此来育化人。在我们辖区，北张村的
村风就可以这么形容。”7月27日，谈及镇上
的村风民俗，曾在东营市垦利区郝家镇北张村
驻村近三年的镇文化站站长王清华觉得，北张
村的民风淳朴，并且优良家风也得到了传承，
算得上是周边十里八村出了名的模范“明星
村”。

坐落于郝家镇西北方向的北张村已有三百
多年的历史，户户家风、学风优良。“别看我
们村人口少，走出去的大学生可一点也不
少！”北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瑞亮
自豪地向记者介绍，“村里村民都很孝顺，从
来没有媳妇婆婆吵到大街上、父子告到法院的
情况发生，这正是因为有了传统文化的‘润
化’。”

时间倏忽，新旧更替。北张村如何在流逝
的岁月里传承这份珍贵的乡村记忆？在新时代
弘扬浸润人心的家风学风？面对这一“考
题”，北张村“两委”用行动给出了一个群众
满意的答案——— 打造全市首个以“家风”为主
题的乡村博物馆。

磨盘铺成的小道、木车轮做成的圆形窗
户、仿古木门、青砖灰瓦、习字墙、整修一新
的农家小院、几株果树上挂满了小红灯笼……
7月27日，在北张村驻地中心，记者找到了这
个韵味十足的乡村博物馆，馆前镌刻的“厚德
北张 金鉴家风”八个大字，寓意着北张村良
好的风土民情和宝贵的道德风貌。走入馆内，
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投映到墙上的“家风赞
歌”。“张氏家训、家风，是从老一辈延续下
来的精神财富，我们是见证人，更要做传承
人。”当天，张瑞亮正和工人们忙着馆内的布
置，他告诉记者，“这里本就是闲置的农家院
落，正好借助原物原貌生动展示过去的生活。
接下来，除了摆放村里收集的老物件，还会有
竹简制作的家风治家经典。”

环顾整个博物馆，最具特色的当属一个有

着近200年历史的石碾。“这是用石头和木材
制作的农家工具，可以将各类谷物碾碎或者去
皮。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能见到这个老物件
了！”北张村老村支书张新民说，这个碾是北
张几代人的记忆，“村民用它碾米、压韭花、
压粗盐等，借助这个老物件，我们这些上了年
纪的还能拉拉家常，交流感情。现在我们北张
和附近十里八乡的人还在使用呐！”说着，张
新民便走到石碾前，给记者演示起了推磨的动
作。

“200多年的碾是一个载体，也是一个纽
带，连接着过去和现在，它在这里可以继续发
挥传承文化的作用。”对张瑞亮来说，这个碾
里所蕴含的文化恰恰是他们村打造这个博物馆
的“初心”。

北张村建历史博物馆留住村风乡情，是垦
利区对文化传承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为全面
建成城乡公共文化网络体系，垦利区积极推动
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全面落地，力求为农村群众
建设更为实用、更合需求的公共文化设施，加

快配齐多功能厅、图书电子阅览室、休闲娱乐
室等功能室和历史文化陈列室，去年底，7个
镇街已全部建成了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和独立
的历史文化陈列室，40个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试点村，8个社区和20个行政村建成示范性乡
村历史展览馆，让群众文化活动覆盖城乡。此
外，全区注重品质建设，力求为群众打造更为
多样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馆、图书馆、美术
馆、博物馆等均按标准完成建设，其中，区图
书馆、文化馆均达到了国家一级馆水平。

□ 本报记者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邱臻哲 胡霞明

7月30日，利津县北宋镇南宋村村民宋清
海家南瓜地里，粗壮的藤蔓爬满了田地，南瓜
叶子大如藕叶，在密密麻麻的叶子的掩盖下藏
着一个个黑绿色的板栗南瓜……

“我今年种了一亩三分地，从种到收伺候
了两个半月，管理很省工夫，看看这些南瓜的
个头普遍在3斤以上，产量孬不了，明天收购
商来收货，一斤5毛钱的保底价！”宋清海满
脸的笑容。

说起种板栗南瓜的经过，宋清海敞开了话
匣子。南宋村以前以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农
作物为主，村民收入较少。今年春天，利津县
人社局组织村民赴外地考察学习特色种植创业

扶贫项目，板栗南瓜种植技术让村民们开阔了
眼界。板栗南瓜产量高、管理方便，再加上村
子地处黄河北岸，水源有保障，土壤条件完全
适合种板栗南瓜，得天独厚自身优势激起了村
民的创业热情和信心。

学习回来后，村民们说干就干，咨询专
家、买种子、买机器，终于赶在“五一”前播
下“致富种”。

该村联系了政品网农业科技公司与种植户
合作，签订购销合同，由科技公司为农户提供
种苗农资、技术指导、回收销售等一站式服
务，农户买种子，负责田间管理，南瓜收获后
按照质量标准以每斤五毛钱的保底价收购，收
获后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外地。

如今，南宋村的板栗南瓜特色种植，辐射
带动褚官村、坡韩村等周边4个乡镇的100余户
村民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500多亩的新西兰

板栗南瓜产量可达350万斤左右，保守估计收
入170万元，每亩可实现增收1500元，实现了以
高效产业带动居家就业。尝到甜头的种植户和
政品网农业科技公司还计划将种植面积扩大到
1000亩。

为帮助村民发展规模化、产业化种植，利
津县建设了麦茬夏播花生、尖椒大蒜等4个农
民居家创业培训基地，开创公司与村集体联
营、公司与合作社联营、公司自营、学员自
营、村集体与学员联营、村集体自营等创业新
模式和服务支持体系，依托劳动训练中心，以
4个特色居家创业基地作示范，以6个居家创业
模式作引领，发挥示范基地的辐射效应，新建
新西兰板栗南瓜、黄金糯玉米、日本高菜等10
余个特色种植示范基地。

今年以来，利津县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依托劳动就业训

练中心，通过开展各类就业创业培训，组织村
民赴外地考察学习特色种植创业扶贫项目，培
育出了一群致富带富能力强的“领头雁”。同
时，鼓励支持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鼓励高校
毕业生、退役军人下乡创业，鼓励高层次高技
能人才、企业家归乡创业，结合自身优势和特
长，利用新理念、新技能和新渠道，积极发展
特色现代高效农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结构，
创新农业农村经营模式，实现以高效产业带动
居家就业扶贫，以乡村人才振兴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

此外，利津县还积极统筹农村转移劳动
力、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失
业人员和转岗职工等群体，外出考察学习玻璃
丝制品加工、酥梨、蜜桃、多彩水果西红柿等
特色种植居家创业项目，不断提高该群体就业
创业能力。

□李明 姜晓玲 吕兵兵 报道
本报广饶讯 7月28日，在广饶县稻庄镇淄

河店村的党建活动室里，稻庄镇新型农民学校把
课堂搬到了这里，向村里有志于从事家政服务行
业的农村妇女培训保健养生、母婴护理等内容。

“这是我们在村里进行问卷调查后，根据农
民需要增加的培训内容。而且，我们还联系了县
人社局和相关劳务输出企业，对培训效果突出的
农村妇女，优先安排工作。”稻庄镇党委副书记
朱国胜告诉记者。

农民增收致富，一方面靠自身努力，一方面
靠外力培养。今年以来，稻庄镇把农民培训作为
提升农民素质、助推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利用新
型农民学校的师资和教学资源，外引内联，主动
对接农民需求，将课堂搬到村庄大院或田间地
头，推动农村培训向纵深拓展。仅5月份，该镇
新型农民学校就在全镇85个村开展巡回培训，内
容以农民需求比较集中的种养技术、手工技能、
保健养生、母婴护理、移风易俗等主题为主，参
训农民达到4000人次。

为确保培训效果，稻庄镇实施“按需培
训”，科学制订课程。培训前期，按照“缺什
么、补什么”原则，在85个村发放调查问卷3000
多张，梳理汇总重点培训需求21项。根据汇总后
的农民培训需求，提前落实培训场地、协调培训
老师、设计培训课程，实现培训内容与群众需求
“无缝隙”对接。

创新教学模式，实施逐村推进。稻庄镇打破
以往“大课堂、一锅炖”、“重理论、轻实践”
的传统常规培训模式，把课堂搬到农村大院、加
工车间或田间地头，采取一村一课堂和理论与实
操相结合的形式授课，加强与农民互动，增强培
训吸引力，实现理论与实践、动脑与动手的有机
统一，切实提高农民参学积极性。

为确保培训实效，稻庄镇主动对接村“两
委”，由村“两委”派专人监督培训情况，发动
农民遵守培训纪律，做到培训期间不迟到、不早
退，不随意走动等，确保培训有实招、出实效。

广饶县在农民培训工作中实行分阶段、参与
式、重实训的培训方式，培训的针对性、规范性
和有效性进一步增强。他们采用传统授课、现场
讲授、多媒体教学、农村种养土专家传授等多种
培训手段，进一步健全了培训服务体系，满足了
不同培训需求，提高了农民参训的积极性。

□苟炳祥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始终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目标，大力发展扶贫产
业项目，夯实稳定脱贫基础。

全镇统筹坝上村、龙泉村、奇古村、太平村
4个原省定贫困村的扶贫资金124万元，以入股形
式参与东营天晴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600千瓦光
伏太阳能发电站建设，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年
收益约85万元，每村项目年收益5万元。同时积
极发展特色养殖业，坝上村、龙泉村分别投资34
万元和56万元，成立肉羊养殖、蛋鸡养殖专业合
作社，发展养殖项目，辐射带动贫困群众25名，
实现村集体收入3万元。

□李明 孙孟建 报道
本报广饶讯 广饶县广饶街道西毛村村民聂

恩会家的大门上，一块写有“最美庭院”的金色
门牌格外醒目。推门而入，聂恩会正在厨房做
饭，园子里的葡萄、银杏、枣树已经开始结果。
聂恩会美滋滋地说：“这些都不算啥，我们村里
几乎家家如此，跟城市里相比，我们这小院简直
就是‘世外桃源’。”

聂恩会所言非虚。行走在西毛村，一幅路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乡村画卷展现在眼前。一条条美
丽整洁的水泥路铺设在大街小巷，踏着夏日的热
浪，路旁郁郁葱葱的绿化带总会带给人们一丝凉
爽，路面上除了偶尔一两片落叶外，没有其他任
何垃圾。两边是一排排整齐的民房，院子里干净
而整洁。

如何让村民自觉维护村居环境？村规民约在
当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年以来，广饶县以
尊重各村风俗习惯、民族特色、经济发展等实际
情况为前提，不断规范完善村规民约，营造出淳
厚、良善、进取的好乡风，让全县农村走上了乡
村振兴的“新赛道”。

村规民约能否制定好、落实好，群众认可和
遵守是关键。西毛村多次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
会，反复征求村民意见，将大家最关心、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逐一记录下来，作为修订的基础
材料。

“大家都愿意参与进来，这对村民的自我约
束、自我规范、自我监督意义重大。”西毛村党
支部书记赵延年表示，经过村民代表大会，村里
确定了涵盖村内事务、村民素质等4个方面的24
条规定，并“搬”上村委会文化墙。

村规民约让西毛村村容村貌发生了明显变
化，如今，在西毛村，严肃枯燥的村规民约变成
了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在村民中流传。聂恩会快人
快语：“以前没有约束，我家垃圾总是乱堆乱
放，觉得农村本来就是这样。现在村里环境好
了，加上村规民约的束缚，我开始自觉打扫卫
生，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了整村后腿呀！”

行走在广饶县的沃野大地上，村规民约带来
的改变显而易见。该县广泛开展创建文明乡村、
“文明户”“卫生户”等评比活动，把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与村规民约结合起来，倡导讲究卫生、
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培养村民文明意识和习惯
养成，现在讲究卫生、自觉维护、治理环境已成
为村民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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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区“四大员”依靠“三勤”和“三声”服务倾心为民

敲门走访打开居民“心门”

人才成为乡村振兴中坚力量

利津县致力培育致富带富“领头雁”

一村南瓜丰收带动周边4镇村民增收

垦利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村级博物馆传承好家风

□张泉江 张起燕
李广寅 报道

近日，在东营市东
营区牛庄镇长安宝力生
物质能源二期工程建设
现场，水解池设备已全
部安装完成，工人正检
查搅拌设备基本情况。
据了解，长安宝力生物
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秸秆为原料生产生物质
燃 气 ， 形 成 秸 秆 — 燃
气—肥料的绿色循环利
用。近年来，东营区以
加快新兴产业融合，推
动新旧动能转换为推动
企 业 经 济 发 展 的 总 思
路，通过鼓励，扶持企
业研发新技术，增加专
利研究力度，来提升传
统动能，提高企业竞争
力。

新型农民学校

逐村推进按需培训

河口区新户镇

扶贫产业助农增收

村规民约

助力环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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