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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王海政

威海市文登区通过全面开展“双联双
带”活动，让机关党支部联系农村党支部、
机关党员联系农村党员，带动农村支部改变
面貌和农村党员能力全面提升，激活乡村发
展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组织
保证、经济基础和人才支撑。

年轻干部成长促一把

“田大叔，这些天挺好的吧？”7月26
日，在文登区高村镇南藤圈村，区水利局机
关干部于祝婕顶着三伏天的烈日敲开了联系
户田术兴的家门。

自今年6月份建立起联系对子，于祝婕
多次走访老田家，对老田家里的情况已很熟
悉，工作起来也是相当熟练，她在本子上认
真地将老田的生活需求记录下来，准备提交
给局党支部研究解决。

“一开始对村里的情况不熟悉，和群众
打交道都张不开嘴。”于祝婕说，自己从小
在城里长大，毕业以后直接考入机关工作，
对农村的事情一知半解，通过“双联双带”
活动，到村里的次数多了，和村里的党员群
众交流得多了，走村串户也不打怵了。

家门、校门、机关大门，许多年轻干部
的生活圈都是在这“三门”之间变换。年轻
干部文化基础好，但也缺乏基层实践，对
此，文登通过开展“双联双带”活动，鼓励
年轻党员干部到乡村一线，开阔视野，增长
才干。

“‘双联双带’不仅增进了年轻党员干
部的工作能力，也增进了与群众情感联系，
让年轻党员从‘三门’干部变成坐下来能
写、站起来能讲、走出去能干的‘三能’干
部。”文登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于斌说。
现在文登有1600多名年轻党员干部主动到基
层一线，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实现自我提
升。

后进班子转化帮一把

泽头镇峰山村260户近600人。以往，村
里的党员带头作用发挥不明显，群众办事依
赖村党支部，认为“党员不管事，还得找支
部”。围绕如何激发村党支部活力，让党员
在参与村级事务、为群众排忧解难上挺在前
面，“双联双带”活动中，峰山村第一书记

邢玉泽把这个问题抛给了预制结对联系的文
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支部。

经过反复研究，峰山村把局党支部的党
小组管理法“搬”回了村，按“就亲、就
近、就熟”的方式，在全村划出40多个网
格，党员和村民代表各领“责任田”，通过
积分动态管理，全村党员和村民代表展开了
“暗中竞赛”，在村级事务中争先恐后。

基层组织堡垒强了，难题迎刃而解。在
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一户村民的养猪场距
离河道较近，与沿河景观规划“格格不
入”，所在网格的党员刘云国跑在村党支部
前头做工作，该养殖户主动拆除了养殖场。

“‘双联双带’让两个支部变成一家
人，机关党员和农村党员一起交流经验，共
同解决难题。”邢玉泽说，通过开展“双向
组织生活会”，使机关党员干部进农村出谋

划策、农村党员到机关拓宽视野，培育村党
支部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主心骨”。

支部联支部，党员带党员，激发出乡村
振兴发展强大动力，目前，文登有106个机
关党组织与120个农村党支部结成连带对
子，其中有26个软弱涣散农村党组织全部实
现班子巩固，带动集体脱贫致富目标。

产业爬坡过坎拉一把

盛夏时节，木瓜飘香。在米山镇西山后
村的热带木瓜种植大棚，树上的木瓜刚一成
熟，便被游客摘走。“现在村子名气大了，
木瓜不用摘、不愁卖，价格还高。”西山后
村党支部书记于建福说。

西山后村曾是一个贫困村，为带领村民
脱贫致富，经过多方考察，村集体确定了建
设大棚，发展木瓜、火龙果热带水果种植的
创富道路。然而，木瓜熟了，销路却成了问
题。

“西山后村的营销短板，正是媒体推广
的强项。”文登区融媒体中心相关负责人方燕
说。在“双联双带”活动中，融媒体中心主动结
对，通过报纸、电视、微信等各媒体平台策划
了一场“营销战役”，在微信公众号策划的一
则推广消息当天阅读量就过万人次。

“一夜爆红”的西山后村，各地游客慕
名而来，采摘游、休闲游带火了西山后村的
旅游经济。一度受到冷落的木瓜树成了摇钱
树。于建福说，一棵木瓜树产量在200斤—
600斤，按当前市场价计算，一棵树就能收
入几千元。

“‘双联双带’不是简单配对，而是针
对农村在乡村振兴发展中的症结难题，发挥
机关部门在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管理
等方面的优势，完成优势互补，实现‘1+1
>2’。” 于斌介绍，联建支部做到瞄准
问题“联”，拿着计策“带”，活动开展以
来，43个部门帮助农村基层党组织妥善解决
各类问题300多个。

文登：机关党支部联系村支部，机关党员携手农村党员———

“双联双带”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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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 晶
通讯员 衣笠玮 杨胜男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30日，胜利油

田万和石油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
职工程长斌走进东营市河口区政务服
务中心，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换
证事项。“无差别受理窗口”工作人
员韩雅楠在“最小颗粒度”受理指南
的引导下，不到15分钟就将程长斌要
办理的业务办完了。“现在办证换证
太方便了。”拿着手里新换的证件，
程长斌感叹地说。

高效率要得益于河口区自5月份
以来推行的政务服务“最小颗粒
度”。即采用“事项拆分”与“办事
情形梳理”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细
化办事情形、办事材料，稳步推进
“无差别一窗受理”。例如“普通货
物运输经营许可”办理，经细化拆
分，先分成新办、换证、补办、注销
等几个具体办事情形，再将每个办事
情形梳理分解成具体的办事材料和审
查要点。通过将办事情形分解成“最
小颗粒度”，把办事需要的材料、流
程更加直观明了地呈现出来，为工作
人员和办事群众提供了“精准导
航”，大大提升了办事效率。

“现行的无差别全科受理多以收
件人员高强度培训和机械化记忆为基
础，由于部分工作人员经验缺乏、业
务基础薄弱，‘无差别一窗受理’难
以全面铺开。”河口区行政审批服务
局信息化室主任安磊介绍道。如何有
效实现“无差别一窗受理”正是“最
小颗粒度”梳理所要做的。

而河口区按照“事项名称+事项
层级+办事情形”的模式进行事项
“颗粒化”拆分。通过拆分，不仅使
审批的路径清晰明确，更能直观呈现
出每个“最小颗粒”需要提供的申报
材料。截至目前，已完成54个高频事
项“无差别一窗受理”梳理，共拆分
出218个子项、796种情形，实现了群
众“一来就会办、一次就办成”。

推行“最小颗粒度”受理以来，
为前台无差别受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前台受理人员通过“最小颗粒度”受理
指南，无需再手动翻阅成百上千个办事情况进行收件，只需借
助分级示范，就能“秒懂”每一个审批事项的受理要点依据。更
重要的是，“最小颗粒度”受理为办事群众提供了更加优质高
效的服务。工作人员根据“最小颗粒度”受理指南情形分类，逐
项核对申请材料，收件更标准化。在收件标准化基础上，后台
审批人员的审核时间大幅缩短，整体审批效率明显提高。

□本报记者 董卿 杨秀萍

盛夏的小李家村，举目皆景，怡情怡
心。笔直整洁的水泥路通向各家各户，白墙
红瓦的民居错落有致，郁郁葱葱的绿植挺立
在村居路旁，画着各种文明道德图案的村居
文化墙更是让人切身感受到田园村居的温馨
和惬意。

小李家村，位于招远市大秦家街道办事
处驻地南约4公里处，全村230户710人。小
李家村的美丽乡村建设是从大秦家街道工委
办事处每年组织的为民办实事活动中脱颖而
出的。按照城市社区建设理念，小李家村统
筹规划村内硬化、绿化、排污、排汛系统，
规划一步到位，任务分期实施。村委负责全

村地下主管网建设，村民负责各自的室内污
水排放管道并网和厕所改造，做到了美丽乡
村建设的整体合一，保证了村内各项基础设
施建设的合理推进。

近三年来，小李家村先后投入500多万元
将美丽乡村建设与乡风文明相结合，对村庄
进行了整体打造，共计硬化街道50000多平方
米，村内街道两侧和空闲地绿化20000多平方
米，安装各种路灯100多盏，安装监控120多
个，村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大幅提升。

在大秦家街道“乡村连片治理”项目
中，变美的不仅是小李家村，青杨堡、滕家
沟、闫家沟、堡子、小转山、大转山、侯家
等8个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多面
广，工程量大，推进难度也大，面对这难得

的机遇和挑战，大秦家街道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在项目区中心成立联合党支部，把
党建工作贯穿于“治”和“理”的全过程。

墙美了、路洁了、街绿了、夜明了、水
清了，连片治理获得了广大村民的点赞支
持，很多年轻村民在手机朋友圈晒村庄新
貌，一幅恬静、舒适、优美的农村新面貌逐
渐呈现。

滕家沟村的吕绍玲，现在一有时间就到
家门口的小公园里走走看看。她家紧挨转山
河，河上碧波荡漾，河岸绿柳黄杨、凉亭水
榭。到了晚上，路灯亮起来，沿着河岸曲折
蜿蜒，“不比城里的公园差!”

回想几年前，这里可是另一番景象。河
岸上到处是草垛、粪堆。靠河的几户人家，

有的建了猪圈，有的建了草棚。吕绍玲家也
自己拉了个围院，这些都属于违建。“一开
始让拆，也不理解。看到党员干部带头拆，
一遍遍上门做工作，我们也自己拆除了。”
让吕绍玲没想到的是，整治后的效果这么
“惊艳”。

今年以来，招远市还深入开展以“清洁
村庄，美化家园”为主题的农村人居环境集
中整治行动，狠抓关键环节，搞好集中整
治，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活动开展
以来，全市已累计投入整治资金2300余万
元，出动车辆机械3600余台套、人工10万余
人次，清理“三大堆”等存量垃圾1 . 6万余
吨，拆除违章建筑1590余处，硬化村内道路
2 . 5万米，新增绿化面积9 . 6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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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杜辉升 通讯员 霍连军 刘国伟 报道
本报郯城讯 “好！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随时给我打

电话。”8月2日，肖克平接到群众询问养殖技术的电话，讲
解完技术细节后，他在电话里连声嘱咐着。肖克平是一名农
业技术方面的专家，同时还是郯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服务总队的一名成员。

郯城县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过程中，共组建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186支，网上注册志愿者2万余人。“志愿
服务不能一哄而上，我们需要精准化、专业化的志愿服
务。”郯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庆功说。该县以社区为单位，
通过整合创新，擦亮了“马陵学堂”“医路同行”“公益小天使”

“彩虹妈妈”等一批志愿服务品牌，组建了“郯城义工联合会”
“郯城县幸福家庭服务团”“郯城县公益救援协会”“爱知青少
年心理服务中心”等一批志愿服务组织。

按照建立“1+17+N”志愿服务队伍模式，该县组建了“郯
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郯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总队”。为了提高志愿服务水平，去年以来，全县共组织开展
知识传授、技能传习、项目交流等不同形式的学习培训26次。

8月3日，郯城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展演暨首届志愿服务
先进典型颁奖典礼，表彰了100名最美志愿者、20个最佳志愿
服务组织、8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和10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郯城组建186支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本报记者 杨国胜 石如宽
本部通讯员 孙 波

盛夏时节，沿河而行，河岸有柳，水面
有莲。往村内望去，道路宽阔平整，樱花树、
紫叶李绿意盈盈，排水沟修葺一新，老人在树
下乘凉，孩子们在广场嬉戏。

这里是美丽如画的寿光市化龙镇板桥
村。而在2012年前，该村却因为路太难走而成
为“上访村”。

路有多难走？“遇到雨雪天气，胡同里都
是泥，根本出不了家门。邻居女儿出嫁，接亲
的人先把接亲的轿车停在村外大路上，换成
越野车再进村。”村民纪瑞华回忆说。板桥村
到寿济路不到500米，因为路窄不平，大家只
好绕道别的村。用三轮车往外运菜，因坑洼颠
簸，每斤光损耗就“掉”了一毛钱。

路难走，村貌差。村民都把柴火堆在房前
屋后。长期担任村内电工的纪作农说，以前村
内每年都会发生七八起火灾。

在历史上，板桥村却是个名村。该村于明
朝洪武年间立村，因当时村西横跨王钦河的
一座板桥而得名。依托这座板桥，该村“连接
东西诸府之通衢之地，往来宾旅如云”。

2012年，纪风忠当选为板桥村党支部书

记，在第一次村“两委”会上，村干部达成共
识，改变现状，必须从修路入手。

当时，化龙镇采用“政府引导、社会众筹、
人人参与、镇村共建”的办法，启动美丽乡村
建设。激励政策是，村里负责修村内十字大
街，镇上帮助修出村路。全镇只有10个名额，
哪个村先完成筹款，就先给哪个村修。板桥村
村“两委”成员决定把名额争到手。

经过核算，村里的十字大街和5条边街
维修需要150多万元。在争取上级政策资金
后，仍有一大块缺口。

借鉴相关村的经验，板桥村确定了“党
员干部带头、在外人员带动、群众自愿捐
款、社会各界捐助”筹资方案。

捐款当天，纪风忠带头捐款2万元，驻
村“第一书记”王庆江捐款3000元，老党员
纪兴华捐款2万元。短短3天时间，村民捐款
71万元。

两个月后，板桥村的大路、小路，还有
4500米的排水沟都修好了。

依靠上级政府政策和群众捐款，美丽乡
村建设治标不能治本，必须增强“造血”能
力。

板桥村“两委”瞄准了村头一片宅基
地，规划建设4栋公寓楼。首期60个名额，

不到一天就被抢完。截至目前，板桥村的公
寓楼已经建设了三期160户，为村集体带来
400多万元收入。

有了钱，板桥村先后投资600多万元进
行绿化、亮化、文化等人居环境整治。今
年，借助寿光市水利设施建设的契机，板桥
村投资200万元，对王钦河进行了景观治
理，硬化河坝道路，对河底进行防渗处理，
建设各类景观小品。

美丽乡村建得好，更要管理好。板桥村
建立了两套长效管护政策。村内主干道清扫
和绿化工作全部交与专业公司管理。房前屋
后的卫生由村“两委”成员包片、党员包
巷、村民自主管理。

村妇联定期组织全村妇女同志对各户包
靠情况进行评议。板桥村妇联主席王江丽
说：“看到别人家打扫得干干净净，自己家
窝窝囊囊，换到谁脸上都挂不住。不用我们
催，自己回家就抓紧打扫了。”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板桥村依托村历史
传统和资源禀赋，提升村庄文化内涵。在村
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场上，张贴着孝
老敬亲典型、优秀共产党员典型、文明志愿
者典型等先进个人的事迹制成的展板。村内
文化墙上，宣传着邻里和谐、孝老爱亲、家风

家训、乡规民约、廉政文化内容。
“从推进美丽乡村工作开始，板桥村未发

生一起群众上访事件，昔日知名的‘后进村’
变成了全市第一批人居环境提升示范村。美
丽乡村建设，最终重塑了板桥村乡村精神。”
化龙镇党委书记韩效启说。

2019年，以色列最大的专业种子公司—
海泽拉种子公司寻找研发基地时，就被板桥
村美丽的环境、淳朴的民风所吸引，将其在中
国唯一的种子研发基地落户村西。该项目每
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15万元，带动60多位村
民就业。

“板桥村通过美丽乡村建设，锻炼了班
子，凝聚了人心，树立了正气，美化了家园，丰
富了文化，引来了产业。”寿光市委常委马焕
军说，“我们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乡村
宜居作为创新提升‘寿光模式’、打造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的重要内容，美丽乡村建设的蝴
蝶效应也进一步显现。”

寿光市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对全市975个
行政村的人居环境进行综合提升。今年，寿光
市财政出资1 . 35亿元，带动各类社会资金4000
万元，对先期300个村进行集中整治，目前
资金已拨付到位，美丽乡村建设在全市全面
铺开。

世界知名种子公司落户曾经的“上访村”———

寿光板桥村“蝶变”

真招实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招远：连片治理扮靓“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韩 阳 郑秀宝

“这个苹果品种市场上常见吗？”“猕猴桃树苗间距多
少合适？”“几年能见到效益？”7月29日下午，在青州市
清风峪原生态农业基地，一堂开在猕猴桃树下、葡萄架旁边
的新型农民田间课堂正在进行中。前来参观学习的农民们边
品尝着基地里的罗马红蟠桃，边现场提问，农业基地负责人
张梅兰则在一旁现场作答。

近年来，青州市大力发展科学种植，“田间学校”在青
州市逐渐兴起。去年，该市参加培训的新型农民达500人。
这种农技传授新模式，以农民为中心，以田间为课堂，一改
往日开会培训的传统教学模式，通过实地参观、亲身实践、
互动交流的方式，根据农民的不同层次需求开展培训，把各
类科学、实用的农业技术送到农民手中，指导农业生产，提
升农民科学种植养殖技能，解决了农业科技落地田间的“最
后一公里”问题，为乡村振兴再加一把劲儿。

这次来清风峪原生态农业基地参观学习的130多名学员，
近距离观察作物，现场气氛热烈。张梅兰领着大家在基地参
观，“右下角是我的微信二维码，大家可以加我好友，以后有不
明白的问题随时问我。”基地路两侧的生态科普长廊吸引了前
来培训的农民们。从猕猴桃的栽种季节开始，细化到疏果定
果、夏季摘心、秋季管护、冬季剪枝，甚至每个月份的管理技术
都一项项细细地标注在长廊上。

据介绍，这70多块展板是由青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和青州
市农业农村局协助制作的，除了详细展示了猕猴桃的田间管
理方法，还有喷灌、施肥方法、沼气工程等先进管理技术，
太阳能杀虫灯等生物防治技术，及各种常见野菜的加工炒制
方法，内容实用易懂，很受学员们欢迎。

“从今年春天到现在，我们基地接待的各地新型农民培
训班，还有各地来参观学习的朋友大概有二十期，两千多
人。像这样的田间课堂，学员们收获会更直观、学习效果更
好，一直以来的反响也都很不错。”张梅兰说。

以农民为中心 以田间为课堂

青州“田间学校”

零距离服务农民

□彭辉 报道
文登区人社局机关党支部与峰山村党支部党员共同开展主题活动。

□记者 贾瑞君 李 明
通讯员 李伟伟 任万帅 报道
本报利津讯 7月27日晚，利津县凤凰广

场上歌声嘹亮，人头攒动，这里正在举行“唱
响新中国 颂歌新时代”利津县首届新时代
文明实践农村红歌大赛，参赛队员们个个盛
装出席，《我和我的祖国》《红日》等一首首红
色歌曲，引得台下观众也跟着哼唱起来，整个
赛场欢声笑语不断。

本次比赛所有参赛队员都是地地道道的

农民，大多数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合
唱比赛，更没有舞台经验，从最初的不好意
思开口、跟不上节拍，一步一步学，一天一
天练，最终成了现在的“专业范儿”。

舞台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格外引人注
意。老人叫崔凤刚，今年74岁，执意要参加这
次农村红歌大赛。他说：“从年轻开始就喜欢
唱歌唱戏，爱好了一辈子，也没个展示的舞
台，没想到70多岁了还能碰见这么个机会。”

北宋镇实验学校音乐老师刘连连是北宋

代表队的教练，这也是她第一次执教农民学
员。“虽然队员都是零基础，旋律、气息、
节拍都不明白，只能一句一句地教，但是他们
排练过程中都非常认真，有时候为了体会一
句歌词的气息或者找准某个旋律，会自己躲
在角落里练上几十遍，就是靠着这种‘笨’方
法，这群平均年龄接近60岁的学员历经初赛、
复赛，一路过关斩将闯入了决赛。”

拿起锄头能下田，放下锄头学唱歌。北
宋代表队成员郭素家里种了20亩玉米、10亩

棉花，还养了7000只鸭子和5头牛，他告诉
记者：“为了不拖团队后腿，每到集中排练
的日子我都早上四点多起床，先去地里忙活
一阵然后去排练，跟着老师学完之后就回家
自己练，炒菜做饭、喂鸭喂牛时就跟着调子
哼唱，干活都有劲了。”

利津县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
民、服务社会的作用，不断加强文化惠民建
设，截至目前，开展“进千村乐万家”“情
暖黄河口”等文化惠民演出200多场，打造
“舞动凤凰城·唱响新利津”文化培训工
程，采取“菜单式”“订单式”培训模式，
分期分批进行戏曲、合唱、舞蹈等培训，已
培训21期，充分调动了全民参与文化活动，
丰富乡村文化生活。

放下锄头扮上装 农民唱响爱国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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