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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锋 陈新振 刘翔云

突出特色推动产业振兴

村里有了院士工作站，给村里带来了
哪些变化？鄄城县旧城镇葵堌堆村的村民
有话说。

去年年底，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束怀瑞
为主要技术力量的山东省院士工作站，在
葵堌堆村的葵丘实业有限公司落户。半年
过去了，葵堌堆村村民耿玉民的最大感受
是：“在工作站带动下，很多农民慢慢地
成为农技‘土专家’了。村里的水果特色
产业发展起来了。”

樱桃红了，桃子熟了，葡萄水灵灵
地挂在枝头。在葵堌堆村的果园里，耿
玉民告诉笔者：“院士工作站的专家
们，在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教技术，我们
学了很多东西，种果树少走很多弯路。
去年，我的170亩桃子，打药打晚了，有
了虫害，打了6遍药才管事，多花了2万
多元。今年，专家们指导我们自己配石
硫合剂，在桃花蕾豆粒大小时喷，杀虫
杀卵，效果很好。石灰和硫黄都很便
宜，花不了几个钱。今年桃子好，一亩
地纯收入2万元没问题。”

目前，该村流转土地1150亩，建设了
山东葵丘生态农业园区，现种植15大类15
万余株果树，规划出6处旅游观光庄园。
麦收后到11月底，都有水果可以采摘。

葵堌堆村是一个缩影。菏泽市持续扩
大特色农业种植规模，国家级“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达14个，牡丹种植面积达
48 . 6万亩，年产值达80亿元，成功举办
2019世界牡丹大会，进一步擦亮了“中国

牡丹之都”品牌；芦笋种植面积达15万
亩，芦笋深加工产量和大蒜产量全国第
一；淘宝村、淘宝镇分别发展到267个和
35个，数量继续保持全国地级市首位，第
五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腾讯为村大
会、山东省电商兴农扶贫大会先后在菏泽
举办。

文化引领推动乡风文明

菏泽市依托丰富的牡丹文化、水浒文
化、黄河文化等资源，深入实施“乡村记
忆工程”，建成乡村记忆博物馆35处。深
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全市基层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96 . 7%，牡丹
区、巨野县、郓城县被评为山东省文化强
省建设先进县。深入开展乡村文明行动，
大力推进殡葬改革、城乡环卫一体化、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48%的村和乡镇达到县
级以上文明村镇标准。

“榆园村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号
召，着重以文化振兴为扶手，注重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新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
化广场休闲长廊、农家书屋、文化墙、宣
传栏等，多次承办全镇、全县文艺大赛、
广场舞大赛、‘文化下乡’等大型活动，
乡村文明行动红红火火。”在巨野县柳林
镇榆园村，镇政府负责同志介绍。

在柳林镇陈楼西村的“道德模范一条
街”，村里10位道德模范的照片和事迹简
介，格外引人注目。不时有村民驻足观
看。“这样润物细无声，让村民在潜移默
化中受到教育，促进村风好转。”柳林镇
主任科员张在业说。

近年来，菏泽市大力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扎实做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广泛选树各类道德典型，着力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乡村夜话”、公益小电影、饺
子宴等文化活动在乡村蓬勃开展，累计推
选“中国好人”22人、“山东好人”252
人，建成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154个，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4950个，绝大部分
村都成立了秧歌队、唢呐队等文体队伍，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的文明新
风尚蔚然兴起。

“前段时间，我们村一位老太太去
世。前来吊唁的亲友中午每人一碗大锅
菜，馒头随便吃，一顿饭每个人也就是10
元左右的费用。一场白事下来，能省一万
多元。全村一年能省十多万元，大大减轻
了群众的负担，大家都很赞成这样做。”
在巨野县龙堌镇许庄村，村党支部书记许
廷会说。

许廷会介绍，以前办白事，一桌酒席
260元左右。一场白事办下来，要花两三
万元，给群众造成沉重的负担。“现在，
有钱的、没钱的都是一个标准，一人一碗
大锅菜，只有同意这个标准，红白理事会
才来给主家办事。为进一步推动移风易
俗，我们村里建了公墓，不用棺材，不立
坟头，2亩地能用100年。”

推行“白事一碗菜、能省一万块” ,
巨野全县每年大约能节省1 . 5亿元。

补短板

努力书写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菏泽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平介绍，下
一步，菏泽市将按照“五个振兴”的要
求，抢抓“突破菏泽、鲁西崛起”战略机
遇，充分发挥5个专班作用，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推动乡村振兴迈出更大
步伐。

发挥优势，着力促进产业兴旺。全力
加快农业新旧动能转换，以定陶稻香村、
江苏益客田园种养综合体、江苏绿港现代
农业等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现
代农业、智慧农业。加快土地流转步伐，
大力发展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农业龙
头企业，力争到2020年规模以上农副产品
加工企业发展到900家以上。以农村电商
为基础，加快培育牡丹、芦笋、山药等优
势特色农业，推进“一村一品”专业村建
设，力争到2020年省级专业村达到1000
个。

补齐短板，着力促进生态宜居。加快
推动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和新型小城镇建设
“两新”融合发展，狠抓16个试点乡镇建
设，努力蹚出一条现代化小城镇建设新路
子。高标准规划美丽乡村片区，高品质完
善功能配套，力争每年打造100个省级美
丽乡村、30个以上市级美丽乡村片区，5
年内实现美丽乡村片区覆盖绝大多数村
庄。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持续深化农村“七改”工程，力争到
2020年基本实现道路硬化“户户通”，
2022年所有农村居民都能用上安全放心的
自来水。

综合施策，着力促进生活富裕。每两
年推选一批“乡村振兴好支书”，到2020
年50%的行政村年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万元
以上。深化“归雁兴菏”工程，吸引更多
的大学生、退役军人、企业家等群体返乡
投资创业，带动农民致富。持续深化“三
个一”脱贫攻坚工程，大力推进黄河滩区
脱贫迁建，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绝不让一户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

□王兆锋 郜玉华

6月20日，山东省第四轮省派第一书记(菏泽)乡村振兴专题研讨
会在在牡丹区召开。此次研讨会主要围绕“深化省派第一书记工作，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这一主题，开展对话与交流，深入学习研
讨乡村振兴战略的最新解读和省派第一书记抓党建、促脱贫、推进
乡村振兴的思路打算、经验做法。

菏泽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室主任郭存德首先作专题讲座，之
后，菏泽七县两区省派第一书记负责人结合第一书记工作，进行交
流发言。

“乡村振兴涵盖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五大振兴，是
全面的、整体的，相辅相成、协调统一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我们深刻感受到菏泽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风俗，为我们的
下步工作找到了方向和目标。”省派牡丹区挂职副书记贾国斌认
为，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深入挖掘这些现实存在的、固有
的和潜在的文化资源，让他们大放异彩、大放光彩，这就扩展了文
化的内涵和外延，更好地助推乡村振兴。第一书记把这些资源挖掘
出来，用好用活，做好文化这篇文章，对村里的发展，对文化旅
游、对区域影响力、对双招双引也是一个大的提升与促进。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乡村振兴，到底需要哪些人才？一
言以蔽之，能够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的人都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围
绕乡村振兴，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就是乡村振兴需要的
人才。”省派巨野县挂职副书记赵民建议，每个村要培养一个好的
党支部书记，让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的人充分发挥作用，充分
引进各类外来人才。由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各涉农部门共同参与，
依据各村的优势和发展要求，整体推进，不断开发挖掘农村实用人
才队伍。

“今天的研讨会内容丰富详实，氛围积极热烈，收获和感受很
多，提升了政治站位、交流了经验感受，丰富了工作实践。我们将
以这次研讨会为契机，自觉强化责任担当，自加压力，添加动力，
认真抓好工作落实，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出力献策，作出更大
贡献。”研讨会结束后，大家纷纷议论说。

4月底，山东省第四轮省派第一书记来到菏泽开展帮扶工作。他
们全身心投入工作，进村入户走访调研，对帮包村的党建工作、产业
发展、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和村民生活等情况进行了解，形成了调研
报告，为下一步抓党建促脱贫、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奠定基础，同时也
为村民办了大量实事好事，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

□王兆锋 陈新振 刘翔云

菏泽市是山东省贫困人口最多、脱贫任务
最重的地区。2016年初有省标以下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9 1 . 4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总数的
37 . 7%。近年来，菏泽市干部群众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工
作机制，增强攻坚合力，强化督查问责，脱贫
攻坚取得扎实成效，2 0 1 4年至2 0 1 8年减贫
170 . 15万人，基本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连续10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持续深
化“一户一案”精准扶贫、“一村一品”产业
扶贫、“一人一岗”就业扶贫，去年全市脱贫
8 . 35万人，基本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建成运营
扶贫车间3563个，累计安置和带动30 . 5万名群
众家门口就业。紧盯“黄河滩”，村台迁建工
程已经启动，6个外迁社区全部开工建设，其
中1个已完成搬迁，14 . 7万滩区群众即将实现百
年安居梦。

菏泽市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菏泽扶贫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化作工作动力，不断创新落实
举措，努力提高贫困群众收入，使他们摆脱贫
困、一道迈入小康社会。同时，努力探索一系
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更好地指导各级
各部门开展工作，让更多贫困群众得到实惠。

创绘“三张地图”

夯实脱贫攻坚基础

围绕“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扶持、对扶
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目标实行精准
化管理”，全市历时近两个月，对87项指标、
1387万条数据进行梳理标注，在全国第一个绘
制了三张“扶贫”地图，彻底弄清了“贫困人
口在哪里，贫困村在哪里，哪里贫困人口多，
哪里贫困人口少，归谁管，由谁扶，怎么扶，
如何退”。

“全市贫困人口分布地图”对识别出的贫
困人口，对所有乡镇(办)的贫困人口构成状况
进行详实标注，清晰地展现出全市贫困人口点
状分布和局部密集的特点；“全市扶贫工作重

点村分布地图”显示了扶贫工作重点村各项基
本情况及扶贫工作进展情况、成效及本年度扶
贫计划等；“全市产业扶贫分布地图”分产业
用不同颜色和图像标记对项目的投资、规模以
及扶持企业进行详细标示。

三张“扶贫地图”的制作，为扶贫项目布
局、调度和监管提供了重要参考，实现了贫困
村、贫困人口在哪里，扶贫项目资金就安排在
哪里，行业扶贫就跟随在哪里，社会扶贫就对
接在哪里。目前，县、乡、村都编制了各级扶
贫地图，实现了“精准”挂图作战。

创立“双向承诺”制

拉起责任落实“两条链”

菏泽市把发挥市县直部门单位的职能优
势、帮扶干部的技能特长与调动贫困群众积极
性、主动性相结合，组织1267个市县单位与
1576个扶贫工作重点村签订精准扶贫到村双向
承诺书6304份，4 . 9万名干部与22万户贫困户签
订精准扶贫到户双向承诺书、填写扶贫手册，
拉起帮扶人与被帮扶人责任落实“两条链”。

帮扶单位、帮扶干部根据贫困村、贫困户
实际，帮助选定主导产业，引进致富项目3054
个、修路7377公里，帮助1392个村完成电网线
路改造、1743个村通上了自来水，改善了贫困
人口生产生活条件，实现了由“要我帮扶”到
“我要帮扶”的转变。

贫困村、贫困户消除了安于现状、“等人
送小康”的消极依赖心理，增强了内生动力，
积极参加技能培训、发展致富产业，用好帮扶
资金和生产资料，2017年以来脱贫的48万人中
70%是靠自身努力发展种养业和劳动就业脱
贫，实现了由“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

转变。
巨野县章缝镇章西村贫困户田中平签订双

向承诺书后，说“人不能闲着，脱贫要不等不
靠”，在帮扶人靖树林帮助下申请了5万元的
“富民农户贷”，建起两个葡萄大棚。他家的
葡萄进入丰产期后，每亩产量4000多斤，仅葡
萄一项收入就突破10万元，田中平如愿兑现自
己的承诺，实现脱贫。

创办“扶贫车间”

“挣钱顾家两不误”

为了让“扶贫车间”模式持续健康发展，
惠及更多的贫困群众，菏泽市持续加强规范服
务，推动扶贫车间从最初的“小窝棚”到试点
扶贫车间建设再到全市推开统一标准建设，到
目前的配套设施齐全的扶贫车间，由1 . 0版本一
步步升级到了4 . 0版(1 . 0版本：“小窝棚”，2 . 0
版本：试点建设的扶贫车间，3 . 0版本：统一规
划建设的扶贫车间，4 . 0版本：配套设施齐全的
扶贫车间)，确保了贫困群众进得去、干得好，
有持续收入，稳定脱贫。

转变了群众观念。贫困群众在扶贫车间就
业，每天收入20至100元，增强了自立自强、靠
辛勤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志气。

增加了村集体收入。2134个村通过收取扶
贫车间租金及光伏发电年总收益7732万元，提
高了村两委带动脱贫和救助贫困户的能力。

提升了企业效益。企业布局乡村、入驻扶
贫车间，根本上解决了企业劳动力不足、成本
偏高问题，提升了企业市场竞争力。2015年以
来，全市发制品、服装加工、农副产品加工上
缴税金分别增长51 . 2%、24%和14%。

激活了农村经济。扶贫车间发展了农村二
产三产，带动了一产和农业结构调整，加快了
农村一二三产融合步伐，推动了农村经济发
展。同时，培养了一批农业生产、劳动密集型

产业“小老板”和致富带头人，为
今后农村经济发展注入

新活力。
促进了农村稳定和谐。贫困群众在扶贫车

间打工，减少了农村闲散人员，也使留守儿童
有了照顾，空巢老人有了依靠，留守妇女有了
工作，增加了群众的幸福感。目前，全市建成
运营扶贫车间3555个，累计安置和带动30 . 5万
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9 . 7万名群众实现稳定脱
贫。

创新“就地就近筑村台”模式

给滩区群众一个稳稳的家

5月30日上午9时50分许，在菏泽市黄河滩
区居民迁建村台社区工程开工仪式上，随着菏
泽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平的一声令下，东明县
焦园乡八号试点村台主体工程建设启动。那一
刻，前汤村68岁的老人汤守信眼睛里噙满了泪
花，他喃喃地说：“要有新家了，再也不怕水
了。因为黄河水，我盖了3次房子，自己垒的
台子有3米多高。我还是盖的少的，有人一辈
子盖了10多次房子。”

菏泽市是黄河入鲁第一市。滩区自然条件
艰苦，基础设施薄弱，发展能力受限，特别是
滩区群众住房“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盖
房、三年还账”，是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难
中之难。远离洪灾、摆脱贫困、实现富裕是滩
区人民脱贫攻坚的希望所在。

绝不能让滩区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
程中掉队。为早日实现滩区群众的“安居梦”
“幸福梦”，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支持
下，2017年2月，省委、省政府启动了黄河滩区
居民迁建工程。工程的正式开工，标志着我省
滩区居民迁建工程又向前迈进了关键一步，广
大滩区群众即将告别旧居、搬进新居，百年
“安居梦”正加快变为美好现实。

菏泽市是全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的主战
场。黄河在菏泽境内长185公里，共有滩区13
处，面积504平方公里，滩区内居住人口14 . 7万
人。菏泽市滩区居民迁建工程得到了省委、省
政府的极大关心。菏泽市认真贯彻省委、省政
府的决策部署，把黄河滩区居民迁建作为一号

政治任务，成立了工作推进领导小组，逐级签
订军令状，层层压实责任，举全市之力加以推
进。截至目前，全市规划建设的28个村台，已
完成淤筑23个。经过不懈努力，找到了村台降
水的有效路径，比自然降水将提前半年时间。
创新实施EPC建设模式，节约了建设成本，提
高了工作效率。

焦园乡八号村台是首批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试点村台，占地929 . 7亩，涉及荆东、荆南、荆
西、汤庄4个行政村6个自然村，1537户5345人。
菏泽市把八号试点村台建设作为黄河滩区居民
迁建工作的重要突破口，在没有经验可循，没
有固定模式的情况下，加大人力、物力、财力
投入，强力推进工程建设。目前，焦园乡八号
试点村台已经具备启动社区建设的基础和条
件。对于新建社区，当地按照“一台一韵、一
村一案”的新型社区布局，经过精心设计，推
出了不同大小5类规格、10种户型供群众选择。

据介绍，菏泽市立足滩区实际，高标准、
高起点、高水平编制黄河滩区产业发展规划。
聚焦黄河滩区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绿色种植养
殖、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特色产业。坚持
“边迁建、边脱贫”，引导滩区群众发展特色
养殖、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确
保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注重抓好现
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
合，努力实现“一村一品、一台一韵”，积极
打造成美丽乡村示范点和乡村振兴样板，将昔
日的“黄河滩”变成美丽的“花果园”，让滩
区群众家园更美好、生活更幸福。

菏泽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平介绍，为确保
滩区脱贫迁建工程顺利推进，菏泽市先后出台
了《黄河滩区居民迁建专项方案》《关于进一
步做好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配套制订了25个部门具体方案，涵盖社区建
设、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等方面的支持政策，脱贫迁建工作稳步扎实
推进，28个村台工程建设顺利。

到2020年，菏泽黄河滩区14 . 7万群众都将
圆安居梦。

省省派派第第一一书书记记激激活活

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菏泽是传统农业大市、人口大市，也是全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近年来，菏泽市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菏泽工作的安排部署，狠抓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

菏泽：以钉钉子精神推进脱贫攻坚

①麦收
②整洁的乡村街道
③农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摄影：李军）
④桃子丰收采摘乐
⑤农民在家门口打工
⑥农村电商带头人任庆生(摄影：李军)
⑦菏泽市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村台社区工程开工
仪式
⑧曹县大集丁楼村服饰电商产品(摄影：李军)
⑨曹县韵达快递分拣中心一角(摄影：李军)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⑧⑧ 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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