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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一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梅花

随着乡村振兴号角的吹响和精准扶贫工
作的深入推进，曲阜市村集体经济空壳村正
在以极快的速度被陆续拔除。然而，多数村
依然存在缺少发展思路的现实问题，自我造
血能力严重不足。对此，该市选择从培育具
有“商业思维”的乡村带头人入手，创新推
出“头羊工程”，以经营村庄为原点，通过
用、育、引等多端的共同发力，让村党组织
在发展村集体经济中具备带头致富的能力，
而“头羊效应”也成了引领乡村振兴的一股
关键力量。

把“最能攻城拔寨的人”

用起来

农村有句大俗话——— “分啥别分钱、调
啥别调地。”意思是说，只要牵扯到“钱”
和“地”这两样农民的“命根子”，任凭再
有本事的村支书也很难做到公平公正、人人
信服。曲阜市书院街道的东野村也是一样，
因为前几任村支书没能执行好“添人添地、
去人去地”的村规民约，村里的地硬是60年
都没人调得动。

土地长时间得不到科学分配，私怨公愤
持续发酵，让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乱村，村
集体经济常年亏空。直到去年年中，90后女
硕士村官辛欣被破格选拔到村支书的位置
上，这一问题才“出乎预料”地得到了解
决。

“咋也想不到一个刚迈出校门的黄毛丫
头能把这硬骨头啃下来，服了！”如今，随
便访问东野村村民，几乎所有人都会对新书
记竖起大拇指，而辛欣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
简单说只有一条：绝对的公开透明。通过挨
家挨户地做工作、讲利害、征意见，在坚决
割除一切不合理土地占用的前提下，制定出
明确的抽签方式、土地丈量方式和土地分配
方式，流程透明了，过去被少数人“挟持”
了的村民终于放胆在分地方案上签下自己的
名字、争取自己的利益。

“按理讲，辛欣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是

不能被直接放到村支书位置上的，但我们通
过对她日常工作状况的考察发现，她不仅讲
方法、通村情，更具备村庄经营必需的知识
储备，所以我们破格同意她担任村支书。”
曲阜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丁龙表示，村支书是
乡村振兴的发动机，就是要破除年龄、身
份、职业等限制，把“最能攻城拔寨的人”
在农村用起来。

9月底，4 0亩良种大蒜刚刚被种了下
去，这也是东野村60年来头一次通过调地形
成村集体土地并获得村集体收入。下一步，
辛欣还打算利用东野家族文化资源发展乡村
游等，多元化振兴村集体经济。

20名“书记顾问”

到一线实训

8月20日，4辆大巴车载着曲阜市姚村镇
的54名村支书挨个村转了起来。村支书们排
着队下地头、进企业，看完工业看农业，为
的就是在和兄弟村的比较中，化解一些心中
难题、捋出一些发展思路。而像这样以“走
访”代替“听课”的培训模式，多数村支书
还是头一次体验。

发展村集体经济，最怕没有思路。岗子
村地理位置比较偏，缺少特色资源，经济基
础薄弱，和村里300多口子村民一样，任凭
村“两委”绞尽脑汁想借乡村振兴的机遇来
次“逆风翻盘”，却始终捋不出个“一二
三”来。可让村支书闫奇意想不到的是，在
随后的黄屯村考察中，一排排亩产过万元的
牛腿山药一下砸开了他的心扉。

同样是土地，人家种出的是“金子”，
咱咋只能种出麦子和棒子？家门口的震撼足
以让闫奇深深地扪心自问。而当选为曲阜市
薄弱村“书记顾问”的黄屯村党支部书记周
传喜更是力邀岗子村加入山药试种，一方面
当场讲解种植技术和产业前景，另一方面提
出由他们定向输入种苗和技术，在统一品牌
和经营渠道下进行跨村域产业拓展。

培育村支书，最忌台上讲、台下听，左
耳进、右耳出，效果差、见效慢不说，还往
往流于形式。对此，曲阜从全市选出了20名
先进村的支部书记担任“书记顾问”，手把
手帮薄弱村理出发展路径；同时开展实地考
察和现场学习，在一线谈产业、讲技术，让
每个参与培训的村支书都能保持大脑的持续
在线，育人效果显著提升。

“除了‘书记顾问’的同行点拨，市里

还从符合村子产业特色的本土企业里选派了
技术员进村‘双向挂职’，深入田间地头、
厂矿企业进行技术培训，每一个培训点都抓
得很实。”谈到新的育人模式，闫奇直言，
如果再搞不好村子发展就谁也怪不上了，只
怪自己没能力。

“回引计划”唤回

海归硕士

“尊敬的吴海通先生，乡音难改，故土
难 离 ， 游 子 想 念 家 乡 ， 家 人 更 盼 您 回
家……”去年中秋节前，在济南民生银行工
作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硕士海归吴海通收到
了来自家乡曲阜的活动邀请电话。中秋当
天，1990年出生的吴海通回到家中，迎接他
的，除了家乡熟悉的面孔外，还有曲阜市连
续举办多年的“百名硕士博士故乡行”活
动。

“没想到家乡的变化这么大，不论是农
业项目还是工业项目，都能在乡村振兴、动
能转换的大背景下找到发展的空间。”看项
目、听规划，跟随着精心设计的返乡参观线
路，学经济出身的吴海通对自己的家乡有了
全新的认识，当初那个灰头土脸的山中小村
已经展露出蓬勃的发展契机。

“情感牌”收效显著，见吴海通对老家
徐家村的发展燃起了兴趣，曲阜市的工作人
员当即询问是否愿意回乡创出一片新天地，
并明确提出对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作出突出
贡献的村党组织书记，可从当年度集体经营
性收益增量中拿出一定比例予以奖励，并将
坚决打通职务上升通道，加大从优秀村党组
织书记中定向招录乡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
员力度……几番思考后，海归硕士毅然决定
回乡当起了村支书。

乡村振兴难，难在中高端人才不愿意
来，来了也难留下。面对这一尴尬状况，曲
阜市实施了乡土人才储备计划，把乡土人才
纳入人才培养总体规划，建立乡土人才库，
从本村致富带头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
人、外出务工经商人员、本村大学生等群体
中，择优储备一批后备人才，为村党组织书
记队伍建设提供“源头活水”；同时积极通
过“百名硕士博士故乡行”等活动进行人才
回引，邀他们回乡看看家乡的变化，有主意
的出主意，有资源的牵牵线，让“乡愁”成
为解决乡村人才困境的纽带。

截至目前，曲阜市共引进902人，实现
了每村有2名以上本地人才回引。

实施乡土人才回引计划 进行实训式人才培养

曲阜：“经济头羊”引领乡村振兴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晁园园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感谢政府给我提供的公益岗位，让我

在家门口就能够干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现在我每天早晚
打扫一下社区环境卫生，每月能领300多元工资。”9月30
日，从事环境保洁的枣庄市峄城区吴林街道建档立卡贫困
户王茂荣说。

今年59岁的王茂荣身患尿毒症，农活重点都吃不
消，更无法外出务工，再加上常年用药，生活非常困
难，通过扶贫专岗政策，现在社区从事保洁工作，收入
有了起码的保障。

和王茂荣一样，“没有工作，挣不来钱”让不少贫困
家庭面临困境，为此吴林街道设立“扶贫专岗”，激发贫
困户内生动力，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过
渡，稳步增加贫困户收入。据统计，各居委会结合实际设
立了保洁岗、护绿岗、巡河岗、巡逻岗、公共设施维护
岗、防火岗等就业扶贫专岗，按照每月300元发放工资，
目前234名贫困群众在扶贫专岗顺利上岗就业。

□本报记者 白晓
本报通讯员 刘美琪 于舜

关注“崂省事”微信公众号、进入企业档案查询模
块、进行认证、填写企业名称，查询、下载，几秒钟企业
档案就出现在手机上。7月23日，在崂山区行政审批服务
大厅，这样方便快捷的服务让企业办事员王述强直言没想
到。

当日，崂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企业登记档案“微查
询”秒批系统正式启用，在省内率先实现企业登记档案
“掌上查”。

作为青岛祥瑞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的档案查询委托
人，王述强说：“以前打印档案，需要到政务大厅，抽号
排队，费时费力，有了这个系统坐在办公室就可查到档案
了，真是太方便了。”

据了解，“多证合一“改革实施后，企业登记机关是
唯一对外出具的企业档案部门，群众对企业登记档案查询
需求日益增多与档案查询方式单一、查询窗口较少的矛盾
日益突出。崂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梁思光告诉记
者：“在企业查询档案过程中，多次出现一个企业查询档
案数量达到几百页甚至上千页的情况，从而导致档案查询
窗口排队等候时间较长，档案查询窗口人员工作负担也越
来越重。”

为此，崂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结合刷脸认证、大数据
等技术，开发了企业登记档案“微查询”秒批系统，只需
一部手机，即可随时随地通过微信发起档案查询申请，实
现了不见面查询。

“该系统将原本需要现场办理的档案查询业务全部搬
到了移动端，针对不同类型的查询人设置了对应的查询入
口，企业内部人员、公检法机构、律师及受企业委托的其
他人员，上传介绍信及相关证件后，还可以查阅、下载、
打印委托企业的登记档案。“梁思光说。

崂山区：省内率先实现

企业登记档案“掌上查”

吴林街道设“扶贫专岗”

234名贫困群众上岗就业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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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一 姜国乐 报道
8月20日，4辆大巴车载着曲阜市姚村镇的54名村支书挨个村地转，从全市先进村里选

出“书记顾问”，现场给其他村支书点拨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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