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孟一
本报通讯员 梅 花

“大横幅拉着，大白墙描着，‘男娃女
娃一个样！’凭啥出嫁的闺女就没有补
偿？”“白落落那些没用的！大不了俺全家
搬回村住！补偿也必须要有俺的份！”……
今年5月，塌陷地补偿带来了利益的再分
配，原本平静的曲阜市陵城镇程庄西村村委
大院里突然闹腾了起来：很多飞出村几年甚
至几十年的“候鸟”回家了。

“有早就举家搬进城里住的，有从小跟
着爹妈出去闯关东的，还有为了这事假离婚
的……一牵扯到个人利益，人人都想出来分
杯羹。”程庄西村党支部书记孔祥环直言，
面对调地、补偿、公共资源租赁等农村出了
名的“烫手山芋”，一步棋走错就有可能酿
成大乱子，于是，村两委决定以“和”为
媒、借助今年《村规民约》修订的契机解决
这个难题。

5月8日，第一次塌陷地青苗补偿分配方
案公决在程庄西村的小广场举行，全村680
多户村民派代表参与投票并提出修改意见。
经过数次修订，村民终于就“出嫁的媳妇、
户口迁出户不再享受补偿”等条款达成共
识。投票赞同率超过80%后，新办法正式写
入《村规民约》，各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要
求也被村民们自己叫停了。

一直以来，《村规民约》都是基层社会
治理中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发挥着最原始的

行为约束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曲阜“和
为贵”的乡村文化底色。然而时至今日，很
多村的“老规矩”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变
化，每次修订也仅限于小改小动，因脱离现
实而渐渐沦为虚设。

对此，曲阜市今年以市政府为主体印发
《开展<村规民约>修订和完善工作的实施

方案》的通知，并在具体操作层面进行了大
量细节创新。一方面依托已经成熟的经验做
法，以提供《村规民约》模板的形式全面融
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违反交通法规
纳入个人诚信体系等新内容；另一方面针对
村子遇到的现实困境，将破解方法通过全民
表决写入《村规民约》，使其具备具体的问

题化解能力。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村规

民约》的修订既要跟紧时代又得贴近村情，
这也是鼓励人人参与定规矩的原因所在。而
对农村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则可以通过行
之有效的成熟方案在全市进行推广。

农村富了，一大特征是私家车保有量的
急剧提升，与之伴生暴涨的，还有交通事故
的发生率。

“很多村民觉得农村车少，摄像头也
少，就不管不顾地挤起眼开，闹得整天大事
故不多，但小剐蹭不断，村里想管又没有好
办法。”息陬镇北元疃村党支部书记张佃壮
告诉记者，按照曲阜市的要求，村里6月份
正式把违章处罚决定写入《村规民约》：对
蓄意违章造成车祸的，一经发现直接纳入曲
阜市个人诚信体系，被扣分或“拉黑”的个
体再进行评先树优、贷款、申请社会救助等
活动时将受到诸多限制。让张佃壮没想到的
是，自打新规矩启用，村里就连着6个月没
再出过一起交通事故。

“村民自己商量定出的规矩，任谁也不
好意思再站出来说个‘不’字。”曲阜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洁表示，《村规民约》
的修订只有依托执行主体才更有约束力，而
新内涵的融入，则使其具备了必要的时代适
应性。截至目前，曲阜市457个村已经全部
完成《村规民约》的修订，超半数村庄形成
了符合村子特点的“新规矩”，呈现出百姓
共建共享“和为贵”的良好态势。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侯化成 宋伟

67岁的张培坤一家是枣庄市山亭区水泉镇杨庄村最穷的
贫困户：儿子、儿媳精神残疾，孙子、孙女一个6岁、一个3岁。

11月28日下午，山航派驻杨庄村第一书记黄龙来到张培
坤家，询问“扶贫羊”饲养情况，家里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

来杨庄村快2年了，黄龙几乎每周都要来一次张家。
去年5月初，黄龙到任不久，当时村里还有8户贫困户未

脱贫。初次到张家走访正赶上下雨，黄龙看到，泥泞的院子里，
露天的锅灶，一口铁锅盛满了黄乎乎的雨水，灶边的烧柴也都
打湿了。黄龙的眼里顿时噙满了泪水。给张培坤一家安顿好午
饭，黄龙饭也没吃，召集村“两委”开会。第二天雨停了，村里派
人给张家修缮房屋，加盖厨房。

记者看到，屋顶全部换成了黑色的钢瓦，从堂屋到大
门，一溜儿盖了三间简易配房：一间是厨房，一间放柴火，
一间储藏羊饲料。

每人每年800元光伏发电、罐头厂扶贫分红，“扶贫羊”的
收入，再加上孩子的残疾补助，张培坤一家脱了贫。

2015年2月，黄龙在20公里外的山城街道中水峪村任第
一书记。两年时间，他让这个全省贫困村改变了模样，村子
整体实现脱贫。即将离任时，张培坤主动申请继续留在山亭
任第一书记。

黄龙说，“干好第一书记也没什么诀窍，脚底板要沾满
泥土。你脚下泥土越多，你对群众的感情越深；你脚底下泥
土越多，你为大伙办的事就越多；你脚底下泥土越多，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就越多。

杨庄村自然条件不错，但基础设施差，班子涣散，凝聚
力不强。黄龙认为，抓好党建才能促脱贫。为此，村里制定
了“两委”成员周四例会制，总结一周工作落实情况，安排
下周工作。

杨庄村有24名党员，黄龙推行“街长制”，让无职党员
担任街长，负责所辖街道环境卫生、邻里纠纷调解。全村13
条街道分别由街长召集大家起名：孝善街、复兴街、天翼街
等，每一条街道确定一个宣传主题，粉刷一新的墙壁成为党
建、孝善、科技等文化宣传阵地。

要脱贫先修路。大街小巷40余条全部水泥硬化，全村
407户实现“户户通”，出行再也不踩泥。还安装160余盏路
灯，夜晚十里八村就数杨庄最亮。

维修4个蓄水池，新建一个蓄水池，蓄水量3000多方，
村里的樱桃、黄桃等果树浇灌不再愁；清淤加固1000多米绕
村河道，沿河建设了滨水步道、休憩园等“杨庄八景”，美
丽乡村掀起了“红盖头”；300多户进行了旱厕改造，村民
用上了抽水马桶；5户贫困户危房得到改造、4户修缮了房
屋，39户83名贫困村民“两不愁三保障”。在村委会前方，
黄龙动员大家取土5000多方填平废弃的河沟，建起了全镇面
积最大的文化广场，设置了党建、法治长廊……

干部脚底的泥土越多，

群众幸福感越多
——— 记山亭区杨庄村第一书记黄龙

人人参与定规矩 人人自觉守规矩

曲阜：百姓共建共享“和为贵”

□本报记者 肖 芳

各家烧煤取暖容易导致环境污染，接入
城区管网集中供热成本又太高，农村地区冬
季如何实现清洁采暖？即墨区在青岛市率先
试点生物质能供热，将秸秆、木屑等农村废
弃物作为供暖燃料，实现变废为宝、清洁采
暖一举两得。

“今年秋天，我们已经收购了2000多吨
玉米秸秆，全部制成了生物质原料，可以满足
全体村民的集中供暖需求。”11月2日，在即墨
区蓝村镇王演庄北村西头的供热站里，青岛

子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坤告
诉记者。这座运行已有五年多的小型供热站，
占地不过600平方米，却能够为该村300多户
旧村改造后上楼的居民提供稳定供热，结束
了村民们多年以来烧煤炉子取暖的历史。

与其他供热站不同，王演庄北村的供热
站，“吃”进去的不是传统能源——— 煤炭，
而是经过加工后的农村废弃物。记者在现场
看到，一台高约6米的高效生物质气化锅炉
旁，已经堆放了大量大小均匀、黄土颜色的
圆饼块，这便是锅炉所使用的燃料。它们是
生物质固化料，也就是经过打捆和固化成型

后的秸秆、木屑、花生壳、杂草。据王坤介
绍，这些生物质燃料不仅环保清洁无污染，
而且燃尽率达到95%以上。再加上锅炉内独
特的炉管设计，生物质释放的热量90%以上
可被吸收，锅炉供热效率大大提高。

“比起自己烧散煤，集中供暖又干净又
省心又环保！”王演庄北村村民孙克华告诉
记者，他家已经连续三个供暖季使用生物质
能供热，今年也按照每平方米30 . 4元的标准
早早缴纳了供暖费用。“这个收费标准和青
岛城区一样，供暖效果也和城区一样，整个
冬天家里都暖和。”

近年来，生物质能供热因其绿色、低
碳、经济的特性，逐步受到各级相关部门的
重视和推广。王坤表示，利用生物质能代替
燃煤供暖，不仅可以资源化综合利用农村废
弃物，而且能够减少秸秆焚烧、燃煤污染。
此外，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当地农民的
收入：供热站每年秋季都会在当地大量收购
玉米秸秆，平均每亩地秸秆可以卖到200至
300元。这种清洁供热方式非常灵活，特别
适用于农村地区及城乡接合部的分布式供
热，以及市政公共供热管网配套不到位但又
需要集中供热的小区。

农作物秸秆“变身”清洁供暖燃料

即墨试点农村地区生物质能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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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一 报道
曲阜市姚村镇王家村通过全村村民投票修订《村规民约》（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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