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高林 张越韩 乃栋

蓬莱市大辛店镇槐树村，是个山沟里的小
村庄。相传先民明朝时从“小云南”搬来，种下一
棵槐树。多年前，槐树枯死，年轻人没见过这棵
让村庄得名的古槐树。

今年，村里整修了道路，安装了路灯，美化
了环境，还在村东荆棘遍地的山坳里开出了150
亩良田种上了红薯、花生和蔬菜，建设了20亩的
养殖区养了黑猪山羊和鸡鸭鹅。之前只有三间
屋的村委办公室，也准备在村西建设村民文化
大院，让老少爷们有个跳舞、休息的地方。

“槐树村里没槐树，说来挺遗憾。要是在文
化大院栽上棵老槐树，能给子孙后代留个念
想。”一次开会，党支部书记李军无意间感慨到。

“我要把老房子的百岁金丝槐捐给村集体。
我身体残疾，这么多年一直受村里照顾。村里的
事，就是自己的事……”当天晚上，村里的贫困
户李加林就给李军发来了短信。

“村子想脱贫致富，必须把老少爷们发动起
来。”蓬莱市住建局派驻该村的第一书记邹剑，2月
份才来到这个村。经过摸底，他和村两委决定在
东山的荒山上开地种富硒作物。为了发动群众，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村里成立了合作社，208户村
民入了股。入了股就是社员，从开山、栽种，到日
常管理，基本都是社员的义务劳动。5月2日才启动
的项目，如今已种植了富硒红薯、花生和各种瓜
果蔬菜。村里整修环境期间，村里大喇叭一声吆

喝，100多号人没白没黑干了三天，不要一分工钱。
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也是受益者。乡村振

兴必须把农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
动起来。广大农村群众如何组织、如何发动呢？必
须以党建为引领，必须以党组织为主心骨。

2014年前，三里沟村是街道出了名的脏乱
差村，人心涣散，干群关系紧张。新一届班子上
任以后，走村入户动员大家整治卫生却无人响
应。面对这种局面，村党支部书记郑晓东带领

“两委”干部先从清理自家门前“三大堆”做起，

在修路等工程建设中，不管烈日当头还是寒风
凛冽，项目工期昼夜连轴转……村民感受到了
新班子真干事、干实事的决心，更多的村民自觉
参与到村庄环境整治中。

人心齐了，干劲足了，发展集体经济正当其
时。三里沟村依托毗邻蓬莱新汽车站的区位优
势，村党支部在发展“休闲农业”和“特色种植”
上开动了脑筋。他们注册成立了古槐种植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古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投
资100多万元，建起了面食加工厂利用村内空

地，建设了占地800平方米的立体大棚。下步，还
将利用村东流转土地发展休闲采摘、开心农场
等项目，预计年收入可达到50多万元……

为推动乡村振兴，蓬莱市积极探索村党支
部领办创办农民股份合作社，通过将党组织政
治优势、组织优势同合作社市场优势、生产优势
双向融合，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潜力，提升农
村集体经济实力，实现“党支部有作为、群众得
实惠、集体有收益”。

坚持“一村一策、一村一品”，突出产业特色
创办股份合作社，党支部牵头动员村民以土地、
资金、劳动、技术等多种形式入股，鼓励吸收民间
资金、社会资本注入。目前，该市已探索了“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党支部+合作社+公司+基地+
农户”等多种运营模式。针对部分村集体启动资
金少、资源少等实际情况，引导村党支部探索了
劳务抵顶、工票等方式，化无形为有形，有效调动
了党员群众参与合作社建设发展的积极性。

“年内预计村党支部领办创办合作社120个，
23个集体收入3万元以下的村有望实现大幅增收，
集体经济空壳村将全部消除。”蓬莱市委组织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力争2020年底，村党组织领办
农民合作社比例达到80%以上，带动社员户均年
增收3000元以上，村集体年均增收5万元以上。”

蓬莱的农村，数百村民齐上阵修水利、整治
环境、发展产业的火热局面再次出现。就像槐树
村村委办公室“乡村振兴 有我力量”签名墙上
的上百个名字一样，千千万万农民参与乡村振
兴的热情已经被点燃。

乡村振兴 有我力量

蓬莱年内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

□本报记者 尹彤 本报通讯员 崔成俊

“以前村里的下水道没统一规划，污水一部
分流入大坑，时间一久坑塘成了臭水坑；一部分
直接从下水道流入河道。现在，坑塘上建起了污
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变成清水了，不仅村里干净
了，也不用担心污染河道了。”11月21日上午，济
宁市任城区长沟镇杨胡李村党支部书记徐恩如
介绍，区里还在饮用水水源地设置了保护区的
牌子，周边不允许设置污染企业或畜牧养殖，很
好地保护了饮用水。而这些措施，源于任城区实
施的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项目和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

据了解，目前许多农村的生活污水未经处
理随意排放，已成为影响农村人居环境和威胁

居民身体健康的突出问题。任城区积极争取中
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制订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实施方案，在7个涉农镇街实施了342个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项目，其中建设农村污水处理项目
31个，14处小型人工湿地，336个村饮用水源地
保护项目。通过生活污水管网、污水处理站及小
型人工湿地建设，31个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
理，饮用水卫生合格率达95%以上。

在二十里铺街道秦营村北，污水处理站正
有序运行。在出水口，记者看到流出来的水十分
清澈。山东立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对包括
其在内的8个污水处理站、3个人工湿地和84个
水源地进行维护和监管，该项目运营人员贾良
稳介绍，工作人员每天巡视两次，确保处理站正
常运转，每周对水质进行两次抽检。

“建设污水处理站前，我们对各村的污水量
进行了估测，避免出现无法负荷的情况。”任城
区环境保护局生态科科长杜伟介绍，比如秦营
村人多，有4700名村民，处理站就按照每天处理
250立方污水的规模进行了设计，管网也覆盖了
全村，村内污水都流入了处理站。

处理站建好后，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运营资
金，二是管理技术。以秦营村为例，如果污水处理
站24小时运行，每月光电费至少就有八九千元。小
村污水处理量小，每月也得两三千元，村镇难以负
担。此外，污水处理站采用生物处理法净化水质，
必须有技术人员调试，这也是村镇无法做到的。

“建设前我们调研过，不少地区因为无法负
担运行费用，污水处理站成了摆设，有检查时开
一下，平时闲置。”杜伟说。

为确保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常态化运行，任
城区积极探索管理维护新机制，委托第三方进
行维护和监管，政府出资对设施进行运营维护，
确保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发挥效能，有效破解了
闲置问题。

“目前我们选择3家公司维护运行这些污水
处理站，每月对公司进行考核，年底时根据整体
业绩决定此后两年是否继续聘用。”杜伟说，除
污水处理站，任城区还因地制宜地建设了14处
小型人工湿地，种植水生植物净化生活污水。

目前，任城区利用中央专项资金，又在唐口
街道13个村建设农村污水收集处理项目，与以
往不的是，此次采取的是污水处理站和小型人
工湿地配套建设的方式，污水处理站处理过的
水进入湿地，经过净化后可以作灌溉用水。

任城区创新农村环境整治

第三方监管31个农村污水处理项目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张孝平 报道
本报枣庄讯 12月13日下午，小毛盲人推拿按

摩诊所内，毛政在给顾客按摩。作为枣庄高新区兴城
街道的一名贫困户，他获得了3万元的富民农户贷，
开起了诊所。他高兴地说：“贷款由政府全额贴息，以
后我会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明天。”

高新区扶贫办主任王爱春介绍，富民农户贷针
对有劳动能力、有生产经营项目的建档立卡农村贫
困人口，发放5万元以下、3年以内财政全额贴息的贷
款，免抵押、免担保。富民生产贷则面向经营主体发
放，按每带动1名贫困人口给予不超过5万元优惠利
率贷款，财政年贴息3%。

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区已发放富民农户贷和富
民生产贷314万元，帮助104名贫困户脱贫。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白龙 秦承来 报道
本报新泰讯 11月12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就

拟授予山东省森林城市的四个县市进行公示，新泰
市榜上有名。11月7日至8日，省自然资源厅验收组对
新泰市开展山东省森林城市验收工作，认为新泰创
森工作有特色，生态有贡献，文化有底蕴。

近两年来，新泰市根据《山东省森林城市管理办
法》（试行），严格按照总体规划确定的任务目标，全
面加快生态林、林业产业和生态文化三方面的十大
重点工程建设。城乡森林网络更加完善，现代林业产
业蓬勃发展，森林健康水平明显提升，林业管理效能
显著增强，森林生态文化深入人心。在组织领导上，
新泰的“创森”工作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调、上下联
动、全民参与。把“创森”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综合考核，实行目标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数字化考
核评价。聘请具有林业规划设计甲级资质的山东鸿
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高标准编制了《新泰市创建山
东省森林城市总体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不
懈抓落实。同时，拓展融资渠道，保障资金投入；深化
林权改革，释放林业潜能；强化能力建设，保障资源
安全；广泛宣传造势，营造浓厚氛围。

□于向阳 报道
12月12日，在利津县凤凰城街道双高村葡萄种

植基地，工人正在搭建温室大棚。该村改变传统种植
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在全村300余亩葡萄园建起温
室大棚，届时，一年一季收获模式升级为一年三季。

新泰入围
省森林城市名单

枣庄高新区小额信贷
帮104名贫困户脱贫

□从春龙 报道
村民主动捐出

的百岁金丝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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