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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邵方超 彭辉

6月1日，威海，微风拂面，游人如织。
乘上开往刘公岛的船，电视开始播放短片

《钟声长鸣刘公岛》，船舱里顿时一片寂静。
15分钟后，船入码头。登岛上岸，不远便

是甲午战争陈列馆。在馆前广场，记者见到了
讲解员李翠翠，齐耳短发，蓝色工装，一如她
一年前向总书记讲解时沉稳而干练。

“这就是我们的‘海魂’，以甲午战争中
受创下沉的战舰为造型。”在一尊即将倾覆、
斜插入海的黑灰色铸铁雕塑前，李翠翠开始讲
述。现场观众，是70多位来自冠县党员教育专
题培训班的学员。

走进陈列馆，看着一件件年代久远的历史
遗物，学员石文奎说：“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甲
午海战现场，可以直观地触摸那段历史的残酷
与抗争。”

当李翠翠讲到“甲午战败，清政府赔款2
亿余两白银”这一历史片段时，学员们的脸
上，写满了凝重。“相当于当年日本列强6年
的财政总收入。国弱民殇，真真切切。”学员
赵久超感慨万千。

而在另一处复原的金州曲氏井旁，看到“为
免遭日寇欺凌，曲氏一家投井殉节”的场景，一
些学员潸然泪下。走出陈列馆，石文奎长舒一口
气，“只有时时回望，才能牢记使命”。

让前来学习的党员干部，怀着“走进历
史，凭吊英灵”的心情而来，带着“勿忘国
耻、警钟长鸣”的思考而去，正是刘公岛打造
“中华民族警醒之岛”的目的所在。“总书记
教导我们，要警钟长鸣，铭记历史教训。作为
一名讲解员，我愿意当好那个‘敲钟人’，将
这段历史叩击在每一个国人心中。”李翠翠讲
这话时，眼神坚定，语气铿锵。

一年来，在这个3 . 1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来
自全国各地的党员教育培训班达到1000多个，
学员4万多人，同比分别增长了148%、165%。

为了让学员们由感动变成感悟、从感性认
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胶东（威海）党性教育基
地今年重点打造了一堂“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
的主题教育课。基地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秦立兴
说：“党员干部在重温历史中引发思考、接受洗
礼，从各种政治力量的比较中，自觉认识到共产
党为什么‘能’，为什么中国因共产党而‘能’，从
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

“在人心灵里搞建设，十分不易。”几年的探
索思考下来，刘公岛管委会副主任张军勇总结
说，甲午海战的历史资源得天独厚，问题的关键
是，怎么才能讲出与众不同，怎么把这段历史讲

“活”，把刘公岛上这些冰冷的炮台讲“活”。
6月2日清晨，刘公岛最东头。修葺一新的

东泓炮台，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一年
前，总书记曾在此驻足参观，李翠翠详细介绍
了炮台的地理位置、火力情况，以及这尊克虏伯
大炮的参数。沿炮台台阶向下，石岛红大理石材
质的兵舍和炮台坑道正在紧张地施工修整。资
深讲解员丛中笑告诉记者：“这里即将被打造成
北洋海军海防专题展馆，开展海权海防教育。”

除了东泓炮台文化内涵的整体提升，这一
年，作为党性教育基地，刘公岛教学区还同步
打造黄岛炮台国帜三易升旗仪式、日岛炮台和
公所后炮台战争废墟体验等，这些具有震撼力
和传播力的现场教学项目，意在增加党性教育
的互动性、体验性，提升吸引力和感染力。

在更加长远的愿景里，英租历史、威海卫
警察、一战华工等，这些独具威海特色的历史
文化资源，都将会拥有一个完善的载体，在岛
上呈现。“未来的刘公岛，可以成为一个教育
综合体。”对此，张军勇满怀希望。

“突出一个主题‘民族复兴’，贯穿一条主
线‘梦碎、梦醒、筑梦、圆梦’，把握一个基调‘警
醒、感悟、自信、坚定’，聚焦一个主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记者即将结束蹲点时，秦立
兴还不忘做个“广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大幕已经拉开，刘公岛欢迎广
大党员干部来上党性教育课。

用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一年来，1000多个党员教育

培训班、4万多名学员来到这里锤

炼党性修养

刘公岛上的“敲钟人”

蹲点 威海刘公岛

村支部领办合作社，村民住进

楼房盖起大棚干起电商

前兴隆村的

“兴隆”之路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通讯员 刘刚

5月29日早晨六点半，晨霭初收。41岁的

张爱华，在大棚里收割翠绿的芦笋。“这个菜
贵！一箱能卖到68块钱。”日头西斜时，张
爱华又把芦笋包装得整整齐齐，装进蔬菜礼
盒。记者在此蹲点看到，这间芦笋大棚里有
20多位村民过着“上班下班”的生活。他们
作为汇隆劳务股份合作社的雇佣人员，一天工
作8小时。

汇隆劳务股份合作社是前兴隆村三个合作
社之一。前兴隆村位于肥城市湖屯镇东南部，
村庄共有524户1887人。如今村民全部住进了
楼房，有人盖起了大棚，有人干起了电商，村
集体收入逾三百万元。

上世纪90年代，前兴隆村是个典型的穷村
乱村弱村。不靠厂、不临矿，无区位优势，村
民土里刨食、靠天吃饭；村党支部书记走马灯
一样曾经一年换了三任，村集体负债240多万
元，软弱涣散“帽子”一戴十几年。

是谁扭转了局面？村民们都说，这离不开
现在的村党支部，这个班子有正气、干真事，
党支部书记贾爱云让人信服。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来到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贾爱云通过
媒体报道全程关注，给她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
话是：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
农民收入是关键。

抓住增加农民收入这个关键，前兴隆村怎
么念成“兴隆经”？

5月27日，贾爱云来到兖州区委党校讲
课，毫无保留地向外地的村支书们讲解了带领
村民致富的“真经”。

她说，前兴隆村党支部的凝聚力，来自于
一心为民的初衷。党的政策好，还要看谁有本
领抓住机遇。早在全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试点政策铺开之初，前兴隆村党支部抓住机
遇，提出整村搬迁的想法。他们算了一笔账，
新村占地102亩，旧村拆除后，能够复垦土地
376亩，获得4000多万元的财政补贴。

群众看到了党支部的发展眼光，思想逐
渐统一，以99 . 1%的赞成票通过新村建设方
案。24栋居民楼从开工建设到群众入住仅用
13个月，10天时间完成7000余间旧房拆除，
20天时间完成选楼入住，40天时间完成旧村
复垦，成为肥城市搬迁建设时间最短、入住
最快的村。

前兴隆村整村搬迁后，党支部发挥政治引
领和服务功能，优化重组土地、人力、资金等
生产要素，蹚出了一条“支部领办合作社、群
众分红奔小康”的增收路子，实现了建设新村
腾土地、三大合作社促增收、立体农业助转型
的“三级跳”。

三大股份合作社撑起前兴隆村发展的新空
间。村集体成立汇隆土地股份合作社，按照
“一亩地作为一个优先股，每股每年分红800
元，3年递增一档”标准，流转农户1700亩土
地入股合作社。成立汇隆劳务股份合作社，村
民以劳动力入股，村集体以公共资产和无形资
产入股，收益由村集体和社员四六分成。成立
汇隆置业股份合作社，集体将沿街土地使用权
和105万元资金入股，村内12名大户出资150万
元入股，承担本村和对外投资开发工程，产生
效益30%收益归村集体，其余部分股东按比例
分成。

前兴隆村的实力在变强，视野愈发开阔。
记者蹲点时注意到，这个村不仅有来自济南、
青岛的车辆，还有挂着黑龙江、宁夏牌照的小

汽车停靠。落户于此的华盛绿能光伏农业示范
园负责人张春龙说，这些外地车有的是来创业
的老板，有的是来订货的客户，有的是外来务
工的人员。

蹲点 肥城市前兴隆村

□ 本报记者 魏然 吴宝书

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挂着“省乡村振
兴驻莒县招贤镇服务队五村联动发展作战
图”，列明了5个村96项乡村振兴具体任务
年度计划表，对面墙上则是建设推进进度计
划表、重点项目规划图……俨然是一间挂图
作战的指挥部。

5月28日，省乡村振兴驻莒县招贤镇服务
队队长、省住建厅副厅长王润晓告诉记者，自
去年9月进驻招贤镇以来，服务队按照省委确
定的12条工作职责，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研，
充分利用派出单位资源优势，与国家、省、市
等10余家规划单位对接，对全县乡村振兴“拥
河发展”规划提出修改建议，编制完成招贤镇
和5个帮包村乡村振兴规划文本，于今年3月通
过专家评审。

“规划既定，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各方
力量拧成一股绳，把规划图变成施工图。”王
润晓说。

对于西黄埠村的廖希春大姐来说，今年注
定是个丰收年。她在服务队帮助下种上扶贫大
棚，“1亩地一年能收4茬花，1茬花有2万支，
1支0 . 5元，一年就是4万元，这个棚2 . 3亩，
去掉成本，1个棚净收入能有五六万元……”
听着服务队队员陈宗芹和村支书田仕礼给她算
账，廖大姐笑得越来越灿烂。

西黄埠村有2427口人，有21年种花历史，
村里60%以上的人都种花。虽然鲜花不愁卖，
但产量质量不稳定，大多供应低端市场。相邻
的大罗庄村传统优势产业为养猪业，被划入禁
养区后也急需转型。

以这两个村为主打造玫瑰特色小镇，服务
队三下云南，引进国内花卉产业龙头企业云南
禾韵园艺公司，依托其技术和渠道，在招贤镇
建设完整的玫瑰产业链，打造北方最大的鲜切
花基地。

“服务队第三次去云南，两天往返几千公
里，除了谈合作的 8小时，没在当地多停
留。”招贤镇党委书记张颖告诉记者。

帮钱帮物，不如帮个好支部。“我们聘
请全国人大代表、莒县岳家村支部书记许传
江为顾问，一方面是对标先进，建强村支部
班子，另一方面也是弥补服务队自身基层工
作经验不足的短板，提高能力水平。”服务
队队员窦庆文说，希望5个农村党支部书记
都成为“政治过硬的明白人、观念更新的带
头人、推动发展的领路人、心系群众的贴心

人”，目前5个帮包村均已列入五星级党支
部评选范围。

“我们村也因此和岳家村结成对口共建
村，‘公心精神’让我们受益匪浅。”大罗庄
村支书宋时讯说，玫瑰产业园一期工程200亩
土地流转从动员到签约只用了1天半的时间，
出以公心才能让村民信服。

多年来在招贤镇81个村中“垫底”的武
家曲坊村，在村支书董学山带领下开始加快
发展。尤其是在田园综合体项目进驻后，服
务队帮助武家曲坊村旧貌换新颜。这个项目
由民营热电企业浩宇集团投资建设，进展一
直很顺利，但上个月在建设智慧农业大棚时
遇到了难题。“幸亏服务队把国内最好的热
力专家请过来，帮我们进行技术论证。”浩
宇集团总经理助理赵善兴说，一旦攻克技术
难题，不仅能节省三分之一以上的成本，更
能填补国内设施农业建设方面的空白。

“智慧大棚建好后，村民打工每个月就能
有三四千元的收入呢。”董学山说。

“我们正和市县两级策划一个大项目，
以武家曲坊田园综合体为核心，流转周围38
个村的土地，建设现代高效农业园区。”王
润晓说，那时候的乡村，不仅美，还会更富
裕。

“基层是最锻炼干部的地方，也是培养干
部最好的平台。”王润晓和服务队队员们都感
到，来招贤镇8个月收获很大，“我们为基层
做了实事，基层实践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和决策水平”。

“我为基层办实事，基层助我

长本领”

“挂图作战”的

下基层服务队

蹲点 莒县招贤镇

蹲点 胶州农村社区

□ 本报记者 赵洪杰

5月29日，胶州市李哥庄镇小窑村党支部
书记叶善春收到一条微信：明天轮到小窑村清
运工业垃圾了，请各制帽企业提前将垃圾装好
袋。上午9点，记者来到小窑村时，恰好听到
叶善春通过“大喇叭”下通知。

小窑村聚集了多家制帽企业，制帽产生的
废料垃圾长期无人清运，日积月累地堆放在企
业门口，影响环境。叶善春说，“多亏了成立
社区党委，要不然这个‘老大难’不知道拖到
何时”。

去年以来，胶州把全市800多个村划分为
106个农村社区。社区内所有村庄、群团、非
公有制企业等基层单位党组织，全部划归社区
党委直接管理或双重管理。社区党委下设区域
党群组织、乡村综治组织、文明实践组织、便
民服务组织、产业促进组织和人才选培组织六
个功能性党支部。当地将这种做法形象地称之
为：“一核六维”党建共同体。

通过“一核六维”党建共同体，细化了基
层抓党建、促发展、优服务、强治理和扬正气

等5项基本职责，建立工作例会、巡查指导、
审查监督、民主生活会、述职评议等5项基本
制度，并将不同类型的群体吸引到不同的组织
中，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协同开展工作，形成了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体系。

小窑村所在的小窑社区党委书记陈同强，
了解到工业垃圾清运难、群众意见很大后，通
过与乡镇协调，聘请市场化的物业公司解决了
这一民生难题。

随着城市扩张，三里河街道8个村庄的
“城中坟”问题凸显，既不利于城市品质提
升，又阻碍移风易俗推进。但三里河街道高家
台子村党支部书记高绪升没想到，500个“城
中坟”只用了４天时间就迁移到街道的公墓
中。

这种变化，还得从高家台子村、管理村等
5个村党支部划归管理社区党委说起。

管 理 村是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镇
村”，村党支部书记刘远征被推选为社区党
委副书记。社区党委会上，高绪升向他请教
迁坟办法。“关键是发挥党员的带头作
用。”刘远征给他讲了“一本党章治好一个
村”的故事。刘远征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时，胶州市新城区开始建设，需要征用管理
村土地。他把党员召集起来，先重温入党誓
词，再学党章。学完党章，党支部接着开组
织生活会。认识统一了，党员心气拧成一股
绳，纷纷带头示范。村庄整体搬迁计划30个
月完成，党员干部吃住在工地，只用了8个
月就搬迁完成。

高绪升借鉴了管理村的办法。由于党员带
头发动家族亲属，迁坟得以顺利推进。“我是
老党员，我不带头谁带头？”5月30日下午，
高家台子村80岁的老党员高绪靖对记者说。

今年为配合胶东国际机场航油管道建设，
胶东街道大麻湾社区需拆迁3家企业部分厂
房。“这里原来是一家园艺公司的厂房，现在
已拆除了。”5月31日，大麻湾社区党委书记
董淑献对记者说，刚开始企业坚决不同意拆
迁。社区党委下设的产业组织党支部发挥了关
键作用。这个党支部由辖区9家企业的党员组
成，支部书记是当地一家奶牛养殖企业的负责
人冷延涛。拆迁涉及到冷延涛的厂房，作为党
支部书记他带头搬迁。在他的动员和示范下，
园艺公司同意了拆迁。

“农村社区是乡村组织体系的重要枢纽，
做实社区党委，就是要统筹区域内各类资源，
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聚起来，让社区党
委引领基层治理更加有力。”胶州市委组织部
常务副部长于福文说。

做实社区党委，提升基层党组

织的组织力和动员力

“一核六维”

党建共同体治村记

图①：记者魏然（右）在莒县招贤镇西黄埠村扶贫大棚里采访花农。

图②：肥城市湖屯镇前兴隆村党支部书记贾爱云在村里的大棚里查看多肉植物长势。

图③：在胶州市三里河街道，医院志愿者利用周末时间为村民义务查体。（资料图）

图④：记者邵方超（右）在威海刘公岛蹲点采访期间，资深讲解员丛中笑向其介绍刘公岛一年来的变化。

■编者按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殷切希望山东广大干部群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勇做新时代泰泰山“挑山工”。一年来，山东

各地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聚力扎实做好队伍建设，在党员教育管理、基层一线锤炼干部、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力等方面涌现出一批好典型、好经验。

5月下旬，本报记者兵分四路，到威海刘公岛、胶州市、莒县、肥城市蹲点调研、扎实采访。从刘公岛一年之变到胶州探探索“一核六维”党建共同体，从前兴隆村致富带

头人贾爱云到省乡村振兴驻莒县招贤镇服务队，蹲点记者用手中的笔和镜头，生动记录了4个鲜活的一线故事，定格山东锻造新时代泰山“挑山工”的生动场景，激励亿万齐

鲁儿女为“走在前列、全面开创”再建新功、再展宏图。

责任编辑：郭茂英 蒋兴坤

孙先凯 王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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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报道
见新锐大众

②②

④④

①①

2018 . 7

省委召开新时代激励干部

新担当新作为暨“担当作为好

书记”“干事创业好班子”表

彰大会，对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进行隆重表彰。

2018 . 7
印发《中共山东省委关于

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

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

2018 . 8

启 动 “ 千 名 干 部 下 基

层”，从省直部门集中选派920

名干部，分别到农村、民营企

业、省管企业开展服务。

2018 . 9

省委印发《山东省2018－

2022年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规划

纲要》。

2018 . 10

山东省“担当作为、狠抓

落实”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在

全 省 部 署 推 进 “ 工 作 落 实

年”。

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

“担当作为、狠抓落实”重点

任务的实施方案》。

整理：魏然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用一

周时间举办读书班，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培厚理论功底，筑牢

理想信念之基。

2019 . 2

2019 . 4

省纪委省监委印发《关于

规范政商交往推进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的工作意见（试

行）》。

省委、省政府举行全省新

旧动能转换项目推进会暨“双

招双引”工作表彰大会。

2019 . 4

2019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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