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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梦
通讯员 沈晓星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0月15日下午，聊城市京

剧院演播厅响起阵阵掌声，老旦、花旦、青衣、
花脸、老生等角色扮相生动，生旦净丑各个行
当齐全，精彩的唱腔和表演不断掀起高
潮……这是以聊城高新区“红色挎包宣传队”
为原型的京剧《红色挎包》正在立项排演。编
剧王军说，《红色挎包》是一部典型的新编现
代京剧，聊城高新区红色挎包宣传队为民服
务的初心践行和创新路径，是很好的创作素
材，搬上舞台以小见大，是乡村文化振兴领域
创新工作方法的一个生动写照。

“这支红色挎包宣传队做得实、做得新，
传承红色基因，旗帜鲜明不含糊，首开山东省
之先河。”山东省大赛三位评委如此评价。

在山东省首档电视理论栏目———《理响

中国》演播现场，红色挎包宣传队队员、韩集
乡宣传委员石倩等三人合唱《百姓宣讲员之
歌》，身挎“红色挎包”入场，复赛、决赛中一路
过关斩将，获得总决赛全省第三名。谈起演出
感受，石倩深有感触，她时常奔走在群众中
间，反反复复地打磨精品，想方设法排解群众
困难，近一年来，石倩参与基层各种宣讲70多
次，解决群众难题10多件，成了百姓身边的

“红人”。
如今，聊城高新区每个村都有“红色挎

包”宣传员，大家用更朴实的语言，讲自己的
话、说自己的理，百姓心理上更易于接受。石
海子村村民刘秀芬说：“我儿子结婚时，原想
隆重一点，她们来到家中讲解移风易俗新思
想，帮着出主意解难题，咱也想通了，婚事新
办能省下不少钱。”在许营镇李楼村，村民每
天都能看到肩挎“红色挎包”的包村干部邓爱

华。村里的小广场、居民活动中心、沿路门店、
医院、企业、学校等各场所都会出现她的身
影，直接入户“拉家常”，和群众打成一片，移
风易俗、文明出行、乡村振兴等很多上级政策
都是在说说笑笑中宣传落实到位的。

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是聊城高新区
红色挎包宣传队的生动体现。10月19日，在宋
郎村的大规模育苗棚里，郑庆杰正在向村民
宋西红耐心细致地讲解有关知识、怎样防治
病虫害，保证成功率等，他是许营镇政府干
部，“红色挎包”宣讲员已成另一个响当当
的身份。宋西红告诉记者，“他不断上我棚
里来指导，讲得很细致周到，解决了很多困
难，现在长势很好、成活率也很高。”许营
镇赵盘村村民韩廷仁因病致贫，去年做手术
花去近万元。出院后，“红色挎包”宣传队
队员主动到他家里讲解“扶贫特惠险”政

策，为韩廷仁减轻了近2000元的负担。九州
社区居民魏娜也感慨颇深：“我儿子刚从技
校毕业，正想找工作，‘红色挎包’宣传队
就送来了相关就业知识，真是太及时了。”

“走进基层，贴近老百姓，红色挎包宣
传队不是板着面孔干巴巴地说教。”聊城高
新区宣传办主任王含冰动情地说，宣讲团变
“送理论”为“种文化”，变“大水漫灌”
为“春风化雨”，变“说教问答式”为“解
难释惑型”，已经形成颇具特色的“挎包
+”宣讲模式，通过依托专业文化公司组织
编排文艺节目，音乐快板《我们是红色挎包
宣传队》、小品《治酒鬼》、舞蹈《咱们去
宣传》等多种文艺形式的16个节目宣讲到群
众心坎里。截至目前，开展各类主题宣讲
600余场、志愿服务活动逾1000次，受益涵盖
群众11余万人。

进村入户拉家常 春风化雨“种”文化

“红色挎包”宣讲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李荣新 王明霞

在滨州市滨城区市东街道，有十面流动
小红旗在各个村居党支部飘扬，哪个支部各
项工作做得好，就给谁发流动小红旗。一个季
度一考核，考核不合格，小红旗就要换地方，
换给考核先进的支部。

市东街道共有26个村(居）基层党支部，每
季度组织一次表彰会，对前十名村（居）党支
部大张旗鼓授红旗，后三名村（居）党支部上
台表态发言。年终作为评先树优、支部书记绩
效工资的重要参考依据，连续两次处在后三
名村（居）书记主任向党工委作出书面检查，
连续三次处在后三名由街道纪工委对“两委”
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取消评先树优资格并扣
发绩效工资。

如何考核？结合主题教育的深入推进，根
据街道全年工作规划，制定评分指标细则，细
化加减分项。基础分100分，根据村（居）工作开
展情况，由班子成员、相关站所、社区从严从细
从实记录各村（居）在各项工作中的加减分数。

记者看到，活动评分细则有基层组织建
设、党风廉政建设、综治维稳、安全生产、计
生、村级财务管理、街道中心工作等十项。每
大项下面还有许多小项。

每季度开展一次述职评议活动，村（居）支
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要上台述职，接受评议。
村支书们表示，干得不好咋好意思说好呢。

近日，记者来到今年二季度考核第一名
的西王居委会。西王因拆迁遗留问题较多，工
作多年没起色。近20年来没发展一名党员，村
里发展慢，群众有怨言，在街道考核中自然都
是倒数位置。

流动小红旗活动开展后，班子成员坐不住
了。“得不到小红旗，群众戳后背，出个门也没
法见人。”西王居委会支部书记王建永自嘲。

万事开头难，那就一个事一个事的干。先
是帮助一位患病困难村民多方筹款解决了7
万多元债务；把多年不通的断头路打通了；成
立了一支主要由党员组成的西王爱心公益帮
扶队，扶贫济困，经费由成员自捐自筹，不拿
村里一分钱，今年组织全村老年人旅游一次。

过去没有村规民约，村风乱，邻村的人都
说闲话，那就召集党员群众代表坐在一起定一

个。先从丧葬制度改起，成立红白理事会，规
定丧事一天办完，最多一天半，不吃请不招
待；帮忙的村民吃包子。过去办一次丧事花1
万多元，现在花千元就行了，并且得到村民一
致赞扬。

村里想入党的积极分子也有了希望。在
街道“青苗计划”指导下，西王党支部以入党
申请人的实际表现、综合素质、个人能力和对
党的认识为参考，通过组织演讲，以党员、群
众代表投票情况为最终决定性依据，推选2名
确定为“青苗”人选，并获得村民一致认可。

“流动小红旗活动增强了基层党组织战
斗力，改变过往只要不出错‘干与不干一个
样’‘干好干差没区别’的错误认识，真正让落
后村‘红红脸、出出汗’，在村（居）中形成‘比、
学、赶、超’的良好工作氛围，提高了各村（居）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滨城区市东街道党工委
书记韩云勇表示。

而郭集居委会连续两季度摘得“流动小红
旗“的变化，也进一步印证了韩云勇的说法。

郭集居委会处于城乡接合部，当地有名
的北镇大集就坐落在这里，居委会19年来没
发展一名党员。新班子上任后，为整顿居委会
乱象，先从清理“两委”干部多拿多占做起，再
培训党员干部。当支部贴出吸收入党积极分
子公开信后，一下子就有23名村民交了入党
申请书，最终支部先确定5名申请人为拟发展
入党积极分子人选。正是流动小红旗的激励，
居委会各项工作均有了起色。

滨城区市东街道村（居）班子成员为啥坐不住了———

“流动小红旗”引发的冲击波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刘丽莹 黄浩珉 报道
本报临邑讯 “往年我们都是等着人来收购，价格比市

场价低不少，今年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收购价格高，还能在
合作社打工，多亏了蔡书记的帮助。”临南镇常家村种桃大
户王砚华说。

村民口中的蔡书记就是省体育局派驻临邑县临南镇常
家村第一书记蔡鹏。5月份驻村以来，蔡鹏根据群众所需所
盼制定了常家村的发展规划。其中果蔬销售问题就是其中
一项。充分调查之后，他组织村”两委”成立了“富常瓜果种
植合作社”，秋天蜜桃成熟后挑选大小均匀合适的进行包
装，主动对接中高端消费群体，多次前往济南、青岛、淄博等
地推销，并联系济南城市团购、临南电商平台、微商零售等
社会力量推销采购。“今年当地蜜桃收购价格最高不超过1
元/斤，我们成立合作社以后以1 . 5元/斤的价格收购了7 . 8万
斤进行试销，分拣包装按40元/箱的价格出售，销售价格达
到了5 . 5元/斤。”蔡鹏说，“村民还可以在合作社打工，每人
每天收入最高能达到120元。”不到1个月的时间，合作社收
购的7 . 8万斤蜜桃销售一空，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26万元。

□通讯员 张翔雁 报道
本报莒县讯 莒县以线索办理为主线，在规范线索搜

集、核查、反馈“三个机制”上下功夫，不断提高线索战
果转化率，推动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深入开展。专
项斗争开展以来，共打掉涉黑团伙1个、恶势力犯罪集团6
个、恶势力团伙6个。

莒县建立多渠道线索搜集机制，对收集的涉黑涉恶线
索，县政法、纪委监委、信访等部门对来信来访进行梳
理，最大限度地收集涉黑涉恶线索，县扫黑办根据线索内
容确定承办单位和核查责任人，建立线索核查双向移交快
速通道。

为规范线索核查机制，该县扫黑办将涉黑涉恶线索细
化分类。对移交的线索，责任单位按规定、时间节点及时
核查，形成核查报告。在线索核查中，对发现的涉黑涉恶
线索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发现的贪污腐败和“保护伞”线
索及时移交纪委监委。对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线
索，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确认属实的，给予举报奖励。

临邑“第一书记”

助果农解难题

莒县“三个机制”

推进扫黑除恶

□李剑桥 报道
西王居委会支部书记王建永介绍爱心公益帮扶队情况。

广告

□张环泽 晁园园 报道
枣庄市峄城区吴林街道探索产业扶贫有效模式，将蔬

菜大棚种植作为贫困户增收的主导产业。该街道整合扶贫
资金136万元，建成6个现代化高效生态农业“扶贫大棚”。10
月27日，贫困户正在扶贫大棚里给西红柿打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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