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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桑 蕊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实施乡村振兴的
重要制度基础。去年以来，宁阳县严格落实中
央和省市改革“线路图”，摸清集体“家底
儿”、理清成员边界、落实收益分配、壮大集
体经济，推动“资产”变股份、农民变“股
民”，涉及改革任务的621个村组全部完成清
产核资。

村集体经济有了“市场身份”

在宁阳县文庙街道北关社区兴隆街与七贤
路交叉口，有一座闲置了多年的五层商业楼，
就在今年，这个“老大难”终于找到了新“主
家”，加盟了尚客优蓝欧酒店，经过几个月的
紧张装修，酒店即将开门营业。

这座闲置资产之所以能在今年快速推进，
得益于去年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社区集体经营
能力的“放手”。

“以前以街道社区为主体，在集体资产经
营方面受到很多束缚，产权制度改革后，新成
立的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独立市场地位，这等于
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市场身份’。”北关社区
书记田洪兵说，2018年6月，社区召开了北关
经济股份合作社成立大会，量化了经营性集体
资产，去年年底社区就以合作社的“身份”与
尚客优总部对接，采取集体入股、居民出资入
股的方式加盟尚客优蓝欧酒店，充分盘活闲置
资产，正式运营后预计社区每人每年增加分红
500元。

做好“三篇文章”，提升改革效益。“我
们从做活土地文章促增收、盘活资产文章促增
值、用活资金文章促解困三方面入手，全力服
务壮大村集体经济。”宁阳县农村三资服务中
心副主任王常伟说，宁阳县借助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的契机，激活村集体内生动力，推进
土地连片规模流转，吸引社会资本参股创办企
业或合作社，盘活集体闲置和低效资产，推动
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

2017年以来，宁阳县已累计争取省级试点
资金1100万元，县财政配套资金800万元支持
东疏镇、泗店镇、蒋集镇、磁窑镇等22个村合
作经济组织发展项目。蒋集镇郑龙村运用120万
元扶持资金建设食用菌生产大棚，与泰山惠农
公司进行合作，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28万元。

群众共享合作社股份红利

“以前在村里种地，现在加入了社区合作

社，干着保洁领着土地租金，年底还有分红，
比以前能多收入一万块钱左右。”文庙街道北
关社区居民单爱荣说，虽然以前社区年底也会
给居民发些福利，但参加社区合作社成立大
会，领了自己的“红本本”，正式成为“股
民”领红利了，这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像单爱荣这样有3份“工资”的人，在文
庙街道北关社区有近2000人。“按照易于接受
的原则，我们只设个人股，不设集体股，实行
一人一股制，根据经营性资产和成员数进行一
次性折股量化，由成员按份均等享有。”田洪
兵说，成立北关经济股份合作社后，他们采取
集体入股、居民出资入股方式经营社区资产。
在社区发展上，按照提取可分配盈余的40%作
为公积公益金，60%用于股份分红，每三年一
调整，让社区成员享受改革成果最大化。

一直以来，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十分“纠
结”，既不愿被束缚在土地上，又想把土地牢
牢掌控在手中。宁阳县综合考虑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区分不同性质的集体资
产和不同情况类型的村，选择广大群众普遍接
受的方式区别施策，从2017年开始，紧扣清产
核资、成员认定、资产量化、股权设置、登记

注册五个重点环节，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全面拉
开。目前，宁阳县涉及改革任务的621个村组
全部完成清产核资，核实集体经营性资产5 . 87
亿元、非经营性资产30 . 17亿元、资源性资产
151 . 07万亩。621个集体经济组织中，已成立股
份经济合作社615个。

摸清“家底儿”优化基层治理

“以前觉得村集体就是个大坑，对于哪些
是集体的，很模糊，也不大爱护，现在终于知
道‘家底儿’有多少了！”在宁阳县八仙桥街
道围子村，村民韩俊连说，通过集体产权改
革，他们对村集体资产、经济成员都有了新的
认识，对村子的发展也上了不少心。

说起村居管理的益处，村党支部书记许兴
海很有感触。“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摸清
‘家底儿’，群众心里亮堂，也激发了党员干
部干事创业的激情。”许兴海说，目前村里土
地基本都流转给了燕园公司种植彩色苗木，合
作社把大家绑在一起，从被管理者变成管理
者，大家不仅对村委多了一份信任，责任心和
共同发展的意愿也明显提高。2018年，燕园公

司实现销售收入5000多万元，村集体增收40余
万元，10万元的分红给了村里“股民”。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后，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更加明晰集体的‘三资’情况，村民就
成了村集体经济经营的‘监督员’。”堽城镇
保安村党支部书记王新广说，成立合作社后，
村里健全了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代表大会，
避免了集体资产被侵占、遭流失的现象，使居
民群众吃下了定心丸，村里经营者的决策行为
也更加民主和慎重，基层组织依法治理水平明
显提升。

通过改革，农村逐步构建起归属清晰、权
属完整、流转顺畅的集体产权制度。据介绍，
该县还建立代管资金月报备案、财务抽查审计
等制度，以镇街为单位管理集体“三资”以及
集体成员档案、股权台账、分红情况等信息。
建立县乡两级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通过对
土地流转大户发放经营权证书，开辟土地经营
权证抵押贷款扩大再生产的新路子。2018年该
县新上、续建农业龙头项目63个，2019年农民
合作社24家，总数达到1434家；新增家庭农场
31家，总数626家。更加清晰顺畅的乡村振兴
之路正在全面铺开。

“资产”变股份，农民变“股民”，宁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让百姓摸清“家底儿”享红利

□ 本 报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陶东宁 赵娟

近日，记者走进宁阳县东疏镇胡茂村，一
座泰山“挑山工”雕像格外引人注目。这个位
于三县交界处的小村落，曾经村集体收入几乎
为零，人均纯收入只有几百元，全村人靠着一
股子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精神，硬是把一个偏远
村改造成了省级美丽乡村。

“干”出一片新面貌

白墙黛瓦、竹篱花墙、小桥流水……走进
胡茂村，处处流淌着江南风韵。在民宿广场的
一角，栩栩如生的泰山“挑山工”正肩挑重
担、拾级而上，旁边的“昂头天外”四个大
字，似乎在诉说着胡茂人的奋斗历程。

“3年前，这里垃圾成山，污水横流。”
胡茂村党支部书记吴延春指着村游乐园介绍，
全村上下一件件垃圾捡，一锨锨黄土填，一道
道沟渠通，仅用半年时间，就让这个地方改头
换面。

这是胡茂人实现梦想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他们靠勤劳的双手发展了以东方园林为龙
头的苗木产业，以农业文化观光为品牌的乡村
旅游业，村集体收入达到80万元。

村民张来荣今年84岁，他家的小院干净整
洁，室内现代化家电设施一应俱全。“做梦也
想不到能有现在的美好生活。”每天早上，张
来荣都要拿把扫帚把家门口到村广场的小路打
扫一遍。

硬化美化的柏油马路、干净卫生的旅游厕
所、匠心独运的街角公园……胡茂村用城市化
理念管理村庄，建立了卫生保洁、园林绿化、
旅游服务等管理队伍，给排水、生活污水处理
站等公共设施也安装到位。

胡茂村的干劲从何而来

到过胡茂村的人无不对胡茂人的“干”字
精神肃然起敬。很多人问：胡茂村的干劲从何
而来？

胡茂人说，是党的政策给了信心、闯劲和
拼劲。我们认准，只要去干，机遇总会垂青。

历史上，胡茂人种过瓜果、开过油坊。改
革开放以来，他们先后成立过养鸡场、手套

厂，养过蚕、种植过有机蔬菜……。
2010年，北京东方园林落地东疏镇，将投

资8亿元打造生产性森林公园。胡茂人嗅到了
机遇。

有人说外地人不可靠，有人担心发展前
景，更有人说是投机。吴延春说：“机会只有
一次，抓住了就能坐上‘早班车’。”他带领
村“两委”成员挨家挨户动员，按照增人增地
的方法，以村集体300亩土地为调剂，组织全
村集中流转了2400亩土地给东方园林。如今，
一株株绿色的苗木已成了村里的“摇钱树”。

树绿了、花开了、游客也多了，胡茂人又
想到了乡村旅游。2016年，130多人的干群考
察团刚刚回村，就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清理
街道，粉刷墙壁，修整沟渠……“1个多月下
来，村民都晒黑了。”张来荣回忆。

此后，胡茂人又兴办了民俗馆、采摘园、
摸鱼池、村童乐园等乡村旅游项目。仅今年上
半年，胡茂村就接待游客6万多人次，产生经
济效益30余万元。

传承“干”字文化

扁担、压水井、独轮车……85岁的胡茂村
村民闫修德给游客介绍着古老的农村物件，讲
述着胡茂村的发展变迁。他的院子有一半租给
了村里，变成了民俗展馆，一幅幅泛黄的宣传
画，一件件古朴的老物件，一段段激昂的奋斗
故事，让游客犹如踏上时空隧道，同胡茂村一
起成长。

“要让年轻人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一
代代人干出来的。”闫修德说。

为了传承“干”字文化，胡茂人塑雕像，
为“干”字树碑；设展馆，为“干”字立传；
讲故事，为“干”字铸魂。一位游客说，在胡
茂村旅游，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字无处不
在。

“干”字也为胡茂村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
翅膀。近年来，美丽乡村、四好农村路、文明
家园等政策扶持相继落户胡茂。今年，宁阳县
打造了乡村振兴6大示范片区，胡茂村成功入
围，将按照生产生活生态同步、一二三产业融
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定位，与周边7个
自然村组团提升、连片发展。

“ 我 们 现 在 就 认 准 了 一 个 字 — ——
‘干’！”吴延春说。

偏远村“干”成省级美丽乡村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陶东宁

5月26日，19岁的小刘在家人的陪伴下紧
张地走入泗店镇卫生院精神科心理检测室，刚
坐下不久，就已经汗流浃背。

护士长王秋琳一边细声抚慰，一边家长里
短地唠着闲嗑。小刘渐渐地平复了心情，顺利
完成了检测。

“面对精神病患者这一特殊群体，只有保
持耐心，坚守初心，心中有爱，才能认识他
们、了解他们、守护他们。”王秋琳告诉记
者。

1991年，19岁的王秋琳被分配到当时条件
艰苦、设备简陋的宁阳县精神病防治院。

有一次，一名患者突然疾病发作，抓住她
的头发将其按在地上，幸好路过的同事及时制
止，但她的头发还是被拽下来一把。事件发生

后，王秋琳感到既害怕又委屈，家人都劝她放
弃这份工作。王秋琳打起了退堂鼓，想当一名
“逃兵”，换一个舒适清闲的岗位。

第二天，病人的母亲跪在她的面前，再三
痛哭请求：“原谅我儿子，救救我的孩子，这
个家不能就这样毁掉啊。”

王秋琳受到了极大震撼，瞬间感受到身上
的责任重大。她默默擦干泪水，把老人扶起，
像往常一样对患者嘘寒问暖、洗衣换药。在她
的精心护理下，患者很快实现了临床治愈。

出院当天，患者的母亲特意找到王秋琳，
使劲握着她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从那一刻起，我找到了人生价值。”据
王秋琳回忆，这个“特殊”的岗位自有它的甘
甜。1万多个日夜的守候、10万多个小时的付
出，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的“感人瞬间”。

有一次，王秋琳在走访中发现，重症精神
病患者王某被家人用铁链锁着，关在一个铁笼

里。蓬头垢面不说，十几厘米长的手指甲顶端
已经弯曲，浑身上下散发着难闻的味道。

家长告诉她，因为要外出打工挣钱，无力
照顾患者，只能出此下策。

王秋琳感到非常震惊。通过走访摸排，她
发现，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王秋琳建议医院
实施“解锁”工程，为这些家庭困难的重症精
神病患者提供免费住院康复训练。

一个多月后，王某的家人前来探视，当王
秋琳将干净整洁的王某领到他们身边时，他们
忍不住把王某紧紧搂在了怀里。

“解锁大师”成了王秋琳的“新名片”。
据了解，王秋琳共帮助50余名重症精神病患者
“解锁”。

王秋琳常说，心病还需爱心医。精神病患
者病程长、易反复，尤其要有持久的关心爱
护。为此，她为所有的患者都建立了信息档
案，每当患者生日，都会送上特制的“爱心生

日卡”和一份精美的生日礼物。28年来，她累
计自费2万余元为1000名精神病患者过生日。

此外，王秋琳还为患者打造了一个“爱心
之家”——— 泗店镇卫生院四楼功疗室。

患者李某告诉记者，在这里，他通过制作
串珠每月都有300元左右的收入，这让他对康
复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通过工疗、农疗、音疗、体疗、娱疗和书
法绘画，以及学串珠、编织、缝纫等各种手工
制作。王秋琳创造了“六位一体”康复训练
法，让患者在治疗中感受到快乐，在康复中恢
复信心。同时，将患者制作的手工艺品拿到大
型商场“爱心专柜”销售，收入归患者个人所
有。20多年来，共计收入20余万元。

近年来，王秋琳组建了“秋琳团队”，开
通了“秋琳热线”，让更多的人去关心关爱精
神病患者这一“特殊群体”。现在，已有12人
加入“秋琳团队”。

为“特殊群体”献出“特殊的爱”
——— 宁阳县泗店镇卫生院精神科护士长王秋琳侧记

□刘涛 陶东宁 报道
走进宁阳县鹤山镇刘西村，

身姿挺拔的“槐树王”，诗意盎
然的小桥流水，恬静优美的街角
公园……宛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卷。在党支部书记闫忠的带领
下，他们整治卫生环境，发展薄
皮核桃、樱桃、苹果等林果业，
并计划建设青龙山旅游风景区和
农业观光采摘园，如今，刘西村
正依靠丰富的生态资源，乘着美
丽乡村建设的东风，拉开了打造
宜居宜游宜业宜养的生态美丽村
居的序幕。图为刘西村街角公园
一隅。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赵峰 报道
本报宁阳讯 “四根轻棍牵我前进或后退随君

意,一张脸谱莫管我多少烛泪已成堆,摇来摆去全凭
主子意念遂人愿,唱念做打任由你支配……”一时
曲韵悠扬，歌声婉转。近日，在宁阳县木偶剧团练
功室，团长杨红正给学员教授新编木偶戏曲《人
子·人》，近百位宁阳本地学员在课上听得非常认
真，一字一句地推敲唱词，一招一式地学习表演。

木偶戏曲《人子·人》改编自宁阳本土作家愚
石新作小说《人子·人》（“人子”是北方民间木
偶的俗称），把小说故事搬上了舞台。

如此大规模的戏曲爱好者集中学习传统戏曲，
得益于宁阳县启动的“百名作家、百名儒风泰山山
水画家、百名戏曲人才”三年培育计划。旨在通过
培育计划，深化“土香·书香·劳之余”文化活动品
牌的塑造，实施文化人才队伍推进工程，创新文化
人才队伍建设机制，提升宁阳文化人才队伍的专业
水平、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近年来，宁阳满足群众不同样式的文化需求，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态。所创新打造的“名著
周末”被确定为全省全民阅读推广品牌和全省最佳
志愿服务项目，“四级惠民大舞台”被确定为“全
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项目”，宁阳县被公
布为“山东省首届全民阅读活动示范县（市、
区）”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

宁阳免费培训

300名本土文化人才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张琪 张亢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扎实做好2019年征兵工作，近

日，文庙街道积极开展征兵宣传活动，充分调动广
大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征
兵工作氛围。

在县人武部的统一部署下，文庙街道武装部积
极组织人员来到凌云步行街、新时代商厦开展征兵
宣传工作。他们通过设立宣传站点、悬挂宣传横
幅、扎制宣传车等方式开展征兵宣传工作。在宣传
站点上，工作人员为过往群众发放《不忘初心 报
国从军——— 2019年征兵宣传政策》《2019年宁阳县
征兵宣传手册》等相关材料，并介绍征兵条件标
准、征集时间及方法程序、主要惠兵政策等相关信
息。据了解，为了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优秀青年入
伍，今年优惠政策颇多，包括经济优抚、就业优
惠、升学优惠等政策，为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参军，
加入强军兴军的光荣阵列提供了坚强的政策保障。

文庙街道紧紧抓住征兵宣传的重点对象，坚持
打好主动仗，下好先手棋，大力营造浓厚的征兵氛
围，进一步提高征兵工作的知晓率，把征兵宣传工
作做细做实。据了解，本次征集对象以高中（含职
高、中专、技校）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为主，
优先批准学历高的青年和应届毕业生入伍。

文庙街道稳步推进

征兵宣传工作

□记 者 刘 涛
通讯员 陶东宁 董海格 报道

本报宁阳讯 5月的宁阳，处处生机盎然。走
进乡饮乡韦周村，帅先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李
帅正带着大家忙着种植生姜。

2016年，乡饮乡开展了农业经济提质增效活
动，引导大学生回乡创业，推动种植结构调整。李
帅看到了希望——— 回家种姜。

当年，李帅就成立了帅先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流转了村里70亩土地，用
来种姜。

采取公司直购模式，李帅从潍坊引入最新品种
安丘平顶4，施肥用有机肥，用药用生物制剂。第
一批生姜“出炉”后，很快就通过了质量检验。不
到一周时间，首批76万斤生姜就销售一空。

望着层层叠叠的“金疙瘩”变成了厚厚的“红
票子”，李帅的母亲放了心，村民们动了心。秋收
刚过，就纷纷主动找上门，把自己家的土地流转给
了合作社。

2017年，宁阳县实施科技兴农，与科研院所、
大专院校对接，争取外来“科技人才”到宁阳工
作。“不仅每亩产量增加了3000斤，个头更是
‘蹿’了5厘米。”李帅说，今年除了姜种和部分
存姜外，直接从地头就销售了48万斤。“按每斤
2 . 3元算，总收成能有200多万元吧，每亩纯收益在
2万元左右。”

随着“大姜哥”越叫越响，不少来自伏山镇、
堽城镇等地的生姜种植户也纷纷加入合作社。“等绿
色商标批复下来，就注册自己的品牌。”李帅说。

今年初，省外的客商前来洽谈，准备在当地建
设姜窖和姜制品加工厂，生产姜干、姜汁等产品。
“到时候，5000亩的生姜都不够用呢。”李帅说。

“大姜哥”回乡

带动村民致富

□记 者 刘 涛
通讯员 宁尚奇 陈楠楠 报道

本报宁阳讯 “打开宁阳城管公众号，对着破
损井盖轻轻一拍，不到10分钟，就有园林环卫工人
来将井盖修好。”宁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庙中队
信息采集员王波说。

据了解，宁阳县投资95 . 8万元，融合天网工
程、数字宁阳、市指挥平台等数字资源，打造城市
管理“最强大脑”——— 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将市
容环境、宣传广告、施工管理、突发事件和街面秩
序五大类58项城市管理事件纳入监管范围，使城市
管理更智能。

“只要有城市部件出现问题，就能马上锁定位
置、产权单位、所属部门等信息。”宁阳县城市管
理指挥调度中心协助负责人高帅说，管理中心会第
一时间将“指令”下达，确保城市部件高效运转。

“智慧城管”确保

城市部件高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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