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邱学敏

李宗升是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人，
1973年入伍，1982年退役返乡。十年军旅生
涯，7次受到嘉奖，2次荣立三等功。李宗升回
乡三十多年，曾经外出打工，也曾经承包过土
地，还干过二十多年的村干部，现在为村监委
会主任。

“李宗升一直秉承军队的光荣传统，退役不
褪色。作为一名村干部，他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再苦再难的工作，从不打折扣，兢兢业
业、担当作为，永远跑在最前头。”东斟灌村党
支部书记李新生说。

让乡亲们富起来

回乡第二年，在外给盐场开大车的李宗升听
说村里要把集体的果园包给村民 但村民不敢
包，有顾虑。李宗升就给他们讲国家的政策，还
带头包下了10亩果园，很快就有6户村民和他一
块包下了100亩果园。当年，李宗升和这6户村民
销完自己的苹果，成了万元户。

到了2006年，东斟灌村“两委”鼓励村民发
展蔬菜大棚。尽管那时村党支部书记李新生已经
带领部分村民发展五彩椒大棚好多年了，但仍有
许多村民不想或不敢经营蔬菜大棚。他们一是怕
投资，二是怕不会经营，三是怕产品销不出去。
为了让村民信服，李宗升自己投资7万多元新建
了一个100多米的高温棚，种上五彩椒，当年就
拿回了成本。大家见李宗升干上了，而且收入可
观，发展大棚的积极性也上来了。

种大棚需要成片空闲的土地，这样就得搞土
地对换或土地流转，才能满足发展大棚户的需
要。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李宗升和其他村干部一
样，跑了东家跑西家。李新生说，李宗升能做工
作，会做工作。“他是退役军人，他能带头，我
们信他。他出的点子让我们服气，我们就听他
的。”东斟灌村村民李宝先说。

让乡亲们信任俺

李宗升是村监委会主任。村民们说：“这是
监督官的。”李宗升说：“俺的职责就是让村
‘两委’的工作符合群众利益，俺要让群众信任
村干部。这样的官俺爱干。”

李宗升首先从制度建设上抓好监督工作。
他根据上级规定的工作职责，结合本村实际制
定了对党务村务财务管理、集体资产资源管理
和本村重大事项管理的监督制度，让所有村级
重要事项全部纳入监委会的监督之下。李宗升
还进一步创新管理机制，建立起以村监委监督
为主、党员监督为辅、群众全程监督的“三位
一体”的监督体系。他将事后对结果的监督变
为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监督。2012年，在
土地流转中要丈量土地，有村民提出，东斟灌
村土地多，地形复杂，担心丈量过程中出现暗
箱操作的违规行为。为打消村民的疑虑，李宗
升带领监委会成员和临时推选的35名村民全程
跟踪，最终丈量土地圆满完成，全村没有一户
对丈量结果提出异议。

村里建楼房，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李宗升
为让群众看得明白，给村干部洗刷清白，对村里
的重大建设工程制定了严格的监督程序。用谁的
建筑材料都要由村监委会组织招投标来定，用多
少砂子石子，用什么质量的材料，都要由监委会
和群众推举的村民代表现场检测验收，杜绝了关
系户和进劣质材料的问题，群众再没有说三道四
的了。

近十年来，东斟灌村监委会累计监督村重大
事务110多项，否决不合理动议9次。“集体的项
目，有监委会的监督，有我们的参与，没有藏着
掖着的事情，我们信服村‘两委’了。”东斟灌
村村民李志荣说。

面对灾情冲在前

今年8月，台风“利奇马”带来连日强降
雨，东斟灌村街巷里水流成河。李宗升带领十名
村民组成抢险突击队，白天黑夜查看危房，疏导
村内排水。8月11日凌晨4点多，村东排水沟雨水
涨满，向外排水的沟渠阻塞，眼看着洪水开始流
向村民的居住区和大棚区。李宗升立即去找有挖
掘机的村民来挖渠顺水，他和抢险队员们用铁锹
和机器一起投入抢险战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突
击，他们疏通了连接村南斟灌沟的水道，让村里
的洪水顺利排出。

当早晨村民醒来看到街巷里没有积水，又看
到抗洪排水归来的抢险队员们，才知道李宗升他
们奋战了一夜。6点多李宗升带领一夜未睡的抢
险队员们回到村委，当他听说村干部李春胜和李
梅国已经各自带领10名抢险队员到丹河参加抗洪
去了，又主动带领抢险队员们到丹河参加抗洪抢
险。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0月16日，寿光一中举行第二

届校园大学节活动。来自全国65所高校的100多
位领导专家齐聚一堂，为寿光一中学生带来专业
知识讲座和高招信息咨询。

开幕式上，共有24所高校将寿光一中确定为
优质生源基地，并举行了授牌仪式。有北京化工
大学、长安大学、河海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
南财经大学、西南大学等。截至目前，寿光一中
已成为全国70所高校的优质生源基地。

寿光一中党委书记、校长魏华中说，寿光一
中作为省级重点中学和高中教育金牌学校，不断
对创新人才培养和培养模式先行先试，力求发挥
贯通教育合育效力，为学子搭建起更牢固、更实
用的圆梦阶梯，实现人才的更多输送和更优质培
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霞说，中国人民大学将
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度挖掘和持续开拓与寿
光一中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开创学
校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双赢局面。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0月28日，寿光市纪台镇东方西村绿色公
墓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平整土地，安装墓
穴。该村390个新式公墓即将全部完成，墓园
小路干净整洁，卧式墓碑整齐有序。处在苍松
翠柏间的生态墓穴，显得庄严肃穆。

“多亏了省派寿光市纪台镇乡村振兴服务
队，我们村的墓改工作才顺利推进。”东方西
村党支部书记王寿明说。

今年3月，寿光在全市部署开展绿色公益
性公墓改造工作。“我们意识到公墓改造对加
快殡葬改革、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全力
帮助服务的5个村推进公墓改造。”省派寿光
市纪台镇乡村振兴服务队队长、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副厅级干部金刚芹说。

绿色公墓树新风

公墓改造貌似平坟头、改卧碑这么简单，
却要改变几千年传统的丧葬习俗。部分群众思
想上不接受，还有人认为是破坏传统风俗，打
扰先人安息。有的直接说是扒“祖坟”，不人
道。有的干部也有畏难情绪，怕做不通群众工
作，怕没钱搞建设。

王寿明告诉记者：“我们对政策的掌握不
深，对村民的说服力不够，服务队多次现场开
会，详细解释政策，耐心说服，起到了关键作
用。”

“各村红白理事会成员一般是各家族族
长，是殡葬活动中的关键人物。把他们的思想
工作做通，也就打通了公墓改造的关键堵
点。”金刚芹说，服务队的队员们和村里的党
员干部一起召集红白理事会成员、家族族长、
村民代表，谈心谈话，听取意见建议，宣传上
级政策，研究改造方案。为增加感性认识，服
务队多次带领他们到外村观摩，借鉴公墓改造
成功的案例，使公墓改造方案逐步成熟并得到
理解支持。

在服务队的支持下，各村先后设立公墓改
造办公室，重要事项须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实
施，特别在时间节点、墓地选址、公墓式样、
祭祀风俗等方面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尊重村民
意愿。

东方西村的公墓位于弥河公园内，时常有
游客走着走着，走到了墓碑林立的乱坟岗，被
吓一跳。“没改造时，野草丛生，树木杂乱，

很多村民一个人也不敢来。现在就和公园融为
一体了。”东方西村委会主任赵振明说。

“以前觉得阴森森的，现在感觉很阳光、
很可亲。”东方西村村民张爱琴说。

钱不够，大家凑

最初，因村集体收入微薄，王寿明担心资
金不够。这也是5个村面临的共同问题。

服务队从服务经费中拿出一部分予以支
持，并与村“两委”确立了“村民自筹承担一
点、村集体保障一点、服务资金补助一点、爱
心捐赠支持一点”的筹资原则。

东方西村涉及墓改的村民，每户拿600元
钱就完成了墓改。

“我们的政策是，做到既履行村民自身义
务，又减轻村民负担，并通过经济杠杆尽量减
少迁坟数量。仅东方西村就减少迁坟 1 0 7
座。”省服务队队员、省信访局的韩亚萍说。

宋家庄子村的陵园今年6月改造完毕。陵
园内，墓碑静卧，松树挺拔，香炉整齐。“原
来墓地占地9亩，现在只用了3亩，其余的空地
出租出去，10年增加村集体收入3 . 5万元。更
关键的是，不用担心火灾了。”宋家庄子村红
白理事会副会长张庆祥说。

记者看到，这个陵园四周都是蔬菜大棚。
据了解，去年春节上坟，发生了火灾，差点引
燃了紧邻的赵兴社、赵效伟家的大棚。村里当
时准备了水车，及时扑灭了。5个村的情况类
似，每年大年三十都要安排专人守护坟墓，防
止火灾。

凤凰庄子村的公墓也位于大棚中间。“村
干部过年过不安生，都得盯着。”凤凰庄子村
党支部书记刘桄忠说。

文明祭扫有规矩

公墓改造后，凤凰庄子村节省土地近14

亩，结合整理周边闲置土地，可形成30亩成方
连片的土地。就这片土地，该村正准备招商。

目前，宋家庄子村、东方东村、东方西
村、凤凰庄子村、赵家尧河等5个村已经全部
完成公墓改造，共新建墓穴1506个，迁坟1310
座，绿化植被1788棵。新公墓仅占地12 . 93
亩，节约土地32 . 7亩。

同公墓改造同步，服务队正在指导各村修
订红白理事会章程，建立殡葬管理、公墓管理
制度。

“把推行文明殡葬与正在开展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以点带面，推行文明节
俭治丧、节地生态安葬、文明低碳祭扫，树立
殡葬新风尚，引领移风易俗，带动乡风文明，
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服务队队员、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的王秀正说。

据介绍，目前宋家庄子村已经制定了村规
民约、红白理事会章程、陵园管理规定。东方
东村将请专人管理陵园。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0月23日，寿光市化龙镇化龙桥村的村民
张明修通过抓阄分到电梯楼房。当天，化龙桥
村土地增减挂钩（一期）分房大会举行，共有
87户村民分到电梯楼房。

“家里老的小的都盼着能早日住上新楼
房。现在分了房，就快搬进去了。”张明修
说。

当日清晨，化龙桥村村委大院内，87户等
候分房的村民，脸上洋溢着笑容。与此同时，
化龙镇的村干部们也早早忙碌起来，维护现场
秩序，组织村民签到、就座。

分房工作如何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是
群众关心的问题。按照分房流程，抓阄共分为
两步，第一步抓顺序阄，第二步抓正式阄，全
程由法律服务部门、司法所工作人员监督和见
证。

“这样分房大家都看得见，很公平。”张
明修说。

分房现场，村民谢爱红通过抓阄选到中意
的楼层。“等拿到新房钥匙，我们就尽快装
修，早日住进新家。”谢爱红说。

据介绍，新楼房自2018年动工后，化龙桥
村的村民就一直关心建设进度，平时也经常去
看，期待早日能够搬入新居。“新房子宽敞明
亮、简装修到位，而且有集中供暖，居住条件
和城里一样。”化龙桥村村民刘卫国说。

化龙桥村的新楼房，在老村五六百米远的
镇区，名字是金隆家园。楼房楼体外墙红黄相
间，小区配套十分齐全。

化龙桥村有358户村民。去年，该村土地
增减挂钩项目一期5栋多层公寓楼开工建设，
分160平方米、138平方米、127平方米、90平
方米、60平方米等5种户型。近日，新楼房的
水、电、暖等配套设施全部完成。

“一期分房工作结束后，二期建设将马上

开工。预计明年年底前后，全体村民将全部搬
迁到镇区居住。”化龙桥村党支部书记刘树林
说。

据介绍，一期分到房子的村民，享受成本
均价每平方米1360元的价格。挂钩试点节省后
的土地每亩补助大约31万元，平均挂钩试点范
围内每户可以得到补助12万元左右。

“我觉得政策很好，算下来，我们平均每
户交七八万元，就能入住130平方米左右带车
库的房子。”谢爱红说。

近年来，化龙镇把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作为
全镇的重点工作来抓，着力引导镇区周边村和
镇域西北部边远村，通过整体搬迁、部分搬
迁、团购楼房等形式，支持鼓励群众永久性落
户镇区、集聚发展。

截至目前，化龙镇前张和裴西2个村已于
2017年底通过实施土地挂钩项目整建制搬迁至
镇区。裴岭、东柴、西柴、西庄子等4个村已
通过土地挂钩项目进行了整体楼房化改造。马

庄村前期已有约四分之三的村民搬迁到镇区。
目前，马庄村新建的4栋11层公寓楼已完成建
设，10月底前即可搬迁入住。届时，马庄村全
体村民将搬迁到镇区居住。高家村位于镇区的
高家新村一期项目，正在进行主体施工。白桥
村位于镇区的安置小区今年5月份动工，年底
前将全部完成主体建设。另外，苏社、岳家、
后马、和平、庆家等5个村正在进行搬迁前的
准备工作。板桥、城南、辛店、丰一、丰三、
南柴、前王、后王等8个村已经就地实施或部
分实施了楼房化改造。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充分尊重群众意
愿的基础上，积极引导镇区周边和边远村向镇
区搬迁集聚，不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提高镇区宜居宜业水平。同时，帮助
各村将土地流转到种植大户手中，既保证村民
的土地收入，又把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轻
装上阵做‘市民’。”化龙镇党委书记韩效启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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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在寿光市圣城街道张仕村村民张庆忠的拱
棚里，记者看到：绿油油的藤蔓连成绿色屏
障，一棵棵西红柿长势喜人。

“我种的是贝贝小西红柿，今年8月开始
全程使用酵素冲肥，这茬西红柿比往年早1周
上市，1斤能多卖1块钱。”张庆忠说。

作为圣城街道的酵素示范村，为了方便人
们参观学习，张仕村村委直接把两大桶酵素放
在了村委大院。酵素蔬菜在市场打出名气之

后，前来参观学习的种植户络绎不绝。
从今年4月底到纪台镇吕一村考察学习，

到5月份圣城街道大范围推广，再到8月初第
一批次的酵素制作完成，圣城街道张仕、南
胡、沙阿、北郭、北夏、于家等先期参与酵
素制作的村庄，土壤、蔬菜品质都有了很大
改变。

“使用酵素的村，仅仅两个月时间土壤就
有了明显改良，田地踩下去松松软软，泥土里
的蚯蚓、小蘑菇也明显多了。使用酵素施肥的
棵子，蔬菜瓜果的果形好、坐果率高、产量也
高，最重要的是口感明显好很多。”圣城街道

酵素项目的分管负责人胡敏说。
“我家一年种两茬蔬菜，春天是圆茄，8

月份定植西红柿。去年西红柿产量一个大棚是
4万斤，今年看这个长势，大概能增产5000
斤。”北郭村种植户张树亭说。

“同样500棵苦瓜，用酵素做肥料的大棚
每一茬能多采摘 1 0 0斤左右，而且品质更
好。”南胡村的孙承朗说。孙承朗在田间地头
做了对比试验，酵素不仅节省了肥料钱，更重
要的是土壤通透性好了，而土壤是种菜的根
基。

如今，在圣城街道各村环保酵素的制作工

艺已不是秘密，多数村民都能掌握。环保酵素
制作方法相对简单，1份红糖或糖蜜，3份蔬
果、菜叶，10份水，按照1:3:10的比例，经过3
个月的发酵制作而成。

胡敏说，环保酵素的普及不仅能从源头上
杜绝使用化肥农药，还可以有效改良、修复土
壤，改善作物长势，提高产量并改善蔬菜瓜果
的品质。

据介绍，圣城街道将进一步发挥酵素推广
示范村的带头作用，定期举办酵素技术培训等
活动，加大对种植户的技术指导，让更多的农
民从酵素肥中受益。

引导百姓向镇区聚集

87户村民分到电梯房

用了环保酵素，蔬菜提质增效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赵永光

10月24日，寿光市稻田镇谭家村刘华丰向
寿光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刘峰森打听贷款的事。
刘华丰是一名党员，退伍以后在家种棚，今年
大棚黄瓜行情好，想贷款扩建大棚。

“我们银行正在开展文明信用创评，进行
整村授信，足不出户即可发放贷款，只要您没

有重大不良记录，就可申请我们的贷款。符合
相关规定的还可以享受我们的贷款利率优惠，
并且我们有多种贷款产品供您选择。”刘峰森
说。

根据刘华丰的实际情况，刘峰森向他推荐
了“拥军贷”。办理好贷款手续后，刘华丰当
天拿到了15万元的“拥军贷”优惠贷款。

寿光农商银行实施服务乡村振兴“金道
德”行动，探索“党建+乡村振兴+普惠金融”
的支农模式，推广“党员先锋贷”“拥军贷”

等信贷产品，为党员、先进模范、退伍军人等
优先安排信贷投放、优先享受贷款优惠利率及
金融服务。

古城街道北冯村郭晓军在寿光农商银行贷
出100万元，用于发展合作社。郭晓军贷款方
式是党员先锋贷，这个贷款不用保人，贷款利
率还比普通的贷款低，这都得益于他共产党员
的身份。如今，郭晓军经营的合作社年销售收
入140余万元，净利润达60万元。“有了这笔
资金，我的农资销售业务拓展难题就迎刃而解

了，每年还节省下几千元利息。”郭晓军说。
党员先锋贷让先进党支部的党员和荣誉多的党
员得到了真实惠。

寿光农商银行主动对接寿光市委组织部，
与组织部联合启动“党员先锋贷”，对全市党
员、道德模范等发放“党员先锋贷”，重点支
持经营家庭农场主、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
涉农小微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党员。截
至目前，寿光农商银行发放党员先锋贷572笔
5247万元，拥军贷129笔1456万元。

党员退伍军人贷款享优惠

省派乡村振兴服务队助力寿光殡葬改革

平掉乱坟头，建起绿公墓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在省派寿光市纪台

镇乡村振兴服务队的帮
助下，东方东村的公墓
改造顺利完成。图为改
造后的现场。

李宗升：退役不褪色

寿光一中举行

第二届校园大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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