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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梦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朱桂林 赵永斌

11月8日这天，高唐县梁村镇80多岁的村
民韩玉俊起了个大早，他琢磨着要把心里的
难题，跟大集上“摆摊”的人大代表反映反
映。“我是一名老复员，我要咨询老复员人
员的医疗报销问题。”韩玉俊老人说。

“带着您的合作医疗卡和优抚医疗保险
手册，到镇定点门诊就医，就可以报销药费，
每年280元。”接待韩玉俊老人的是梁村镇人
大代表李国东，他对老人说，到定点医院住
院，除去合作医疗费报销之外，老复员优抚对
象还能享受35%的额外报销。

“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手里有办不了的
难事，我们都愿意赶集找人大代表说道说

道。”与韩玉俊老人一样，前来赶集的群众把
“摆摊”的5名人大代表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
纷纷把烦心事、难事、不明白的事讲给人大代
表听，人大代表或现场解答，或一一记录，当
场解决不了的，给群众承诺转交职能部门解
决。

高唐县人大常委会在全县开展的“千名代
表听民声”活动，以“家”（人大代表之家）、“站”

（人大代表联络站）、“集”（农村大集）为载体，把
驻高唐县的全国、省、市及县、镇人大代表分
组，让他们定期到家、集、站开展接访工作，听
民声、解民忧、办实事，化解社会矛盾。高唐县
人大代表、县医院主任医师李季春接访后深有
感触：“跟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不觉得我们是在
向他们‘灌输’什么，而是真心实意想跟我们拉
呱、谈心，心近了，感情更近了。”

据统计，截至今年10月，高唐县人大代
表解答群众咨询类问题1856件，收集社情民
意871件，已解决803件。这一件件一桩桩，
既包含百姓“房前屋后”“针头线脑”，也
对接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人大代表单月赶集“摆摊”，双月住家
进站“拉呱”，通过“千名代表听民声”，
尊重民声民意解决实际问题，暖了群众的心。

“往日杂草地，如今已整平。规划停车位，便民
又实用。”在高唐县金裕花园小区西门附近的
停车场，记者听到这句顺口溜。原来，省人大
代表、高唐县县长刘奎忠等6名人大代表10月
10日到人和街道金兴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接
待群众时，退休教师周美凤反映小区北门有
一块空地，夏天长满荒草，垃圾遍地，蚊虫
滋生，并提议整治。几位人大代表当即前往

查看，联系县公共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清
理垃圾，平整地面，画上了整齐的停车位，
既方便了居民，也优化了环境。

心听民声，情解民忧，高唐县找到了
“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工作路子。高唐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丙诚介绍，安排人大代
表根据年度计划开展正常的视察、调研等活
动外，将五级千名人大代表统一编组，去
“站”上当“明白人”，到大集上做“迎客
松”，既改变了履职被动、身份隐蔽、作风
漂浮现象，又凸显了代表身份，彰显了“人
大代表，代表人民”的工作宗旨。“在现场
接待群众，需要放平心态，吃透政策，熟悉
情况，否则被群众‘问住’了，那是很尴尬
的。”高唐县清平镇人大代表、水利站站长王
山伟感慨道。

去“站”上当“明白人” 到集上做“迎客松”

高唐县“千名代表听民声”解民忧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本报通讯员 庞占英 韦煜鑫

“妈，我和宿舍同学相处得很好，还交了
很多新朋友……”11月3日上午，禹城市李屯
乡张武村16岁的依依（化名）从德州的学校回
到家里，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兴奋地给母亲王
春霞讲述近期在学校的见闻。

2013年，父亲因意外去世后，依依与母
亲、弟弟相依为命，弟弟现在上小学五年级。
尽管也很努力，但依依一年前中考成绩不理
想，她选择了复读，今年的成绩仍然不能让她
选择读高中或其他心仪的学校，她感到非常
迷茫，最后决定不上学了，外出打工挣钱。

王春霞是一名农村妇女，对于女儿的决
定也感到有些无奈。她介绍说，前几年，家
里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除了务农收入，
乡里给办理了低保，并通过上级帮扶的养殖
项目、集体项目分红以及扶贫专岗等基本脱
贫，供女儿上学虽然很吃力，但主要还是不
知道该学什么。

“依依学习还是很认真的，而且比一般孩
子懂事早。”依依的初中老师为此而感到惋
惜，党委副书记、副乡长窦光斌也上门劝依依
返学。9月底的一天，德州市委副秘书长、市扶
贫办主任张志了解到这一信息，直接来到依
依家中了解情况。张志给依依介绍，近几年德
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专门开设了“励志
班”，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目前在这里免费就
读，也有就业前景。最终，依依选择了该校幼
师专业，除了学费全免，每月学校还能补助
500元的生活费。“到了新学校开阔了我的眼
界，我一定珍惜学习机会，将来要当一名老师
来回报社会。”依依说。

李屯乡党委书记李晓介绍，扶贫必须与
扶志、扶智相结合，现在全乡49名党员干部与
160户贫困群众结亲帮扶。按照上级要求落实
贫困生资助政策，对因自身原因厌学辍学的
也要尽力劝导复学。免费为曲庄村省定贫困
户曲志提供场地，帮助他创办起了自己的油画基地，如今
他不仅自己脱贫致富还教附近村子8位残疾人绘画。李尚
武村贫困户李发东母亲患白血病，结合他家靠近学校这一
优势，帮其开了一家小门市，每月增加收入700余元。乡
里还设置扶贫专岗6人，共实施了12个集体扶贫项目，
2019年共分红45万余元，户均增收2800多元，目前全乡160
户358人全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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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刘明志

55岁的临朐县柳山镇邢家沟村村民王其
增在村里种着一片樱桃园，以前忙活完果园
的活，多数在家里闲着，心里也有过外出打工
的念头，但又怕距离远无法顾家。“前几年，俺
镇就是个农业镇，哪有几个像样的企业。要打
工最近也要到临朐城里，很不方便哩。”王其
增叹了一口气。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振兴。如何改变农
业镇产业单一的劣势？柳山镇党委班子心里
盘算着家底，也在探索着农业镇转型升级的
出路。

向土地要效益、向产业要发展，发展新六
产。柳山镇谋发展的路子找到了。先是，前后
流转土地近1 . 8万亩，签订合作开发协议58个，
逐步形成蘑菇、桑葚、甜桃、酱菜、瓜菜、黄烟
六大特色农业产业。紧接着，柳山镇规划建设
农业新六产产业园，占地3000亩，重点推进农
业与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产
业深度融合。

去年，柳山镇还以灾后重建为契机，对镇
域发展框架进行重新布局，构建了以智慧农
业田园综合体为核心，以孟津河、英山河隆起
带为两翼，带动形成东部万亩桃园、西部优质
黄烟、南部绿色瓜菜、北部休闲旅游、中部富
硒椹莓五大片区，形成了“一核引领、两带隆
起、五位一体、全面振兴”产业布局，进而推动
柳山镇乡村加快振兴。

其间，王其增也感受到了柳山镇的新变
化：“前几年，每走到镇上那处废弃了几年的

养牛场，看着满院子的荒草就心疼。这不，去
年养牛场厂址引入了新项目，咱也跟着高
兴。”这座废弃的养牛场在前几年投资建成，
原本打算搞大型沼气和秸秆成型燃料工程，
但由于市场等因素关了门，几座八成新的现
代化奶牛养殖车间也闲置了下来。

不仅仅是王其增等村民看了连声叹气，
如何盘活养牛场也成了柳山镇党委班子的一
件大事。2018年，在青岛创业的临朐县柳山镇
人高树国受邀回潍坊参加发展大会，心里开

始琢磨回乡干点事。高树国心里早就有了创
业项目，就是发展食用菌。去年，他用牛粪、秸
秆等做成菌棒原料，在柳山镇试种了300平方
米的食用菌。“这里的蘑菇产量、质量比想象
中都要好，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场地。”

“养牛场你先用，政策再谈。”柳山镇党委
书记窦海燕的话掷地有声。于是，高树国投资
1 . 5亿元，在原占地450亩的奶牛场创办了潍坊
禾青慧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有设施全部
利用，发展食用菌生态循环农业项目。包括潍

坊禾青慧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内，柳山镇
在两年内已经引进了18个新项目。

10月12日，记者在潍坊禾青慧能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看到，闲置奶牛养殖车间成了出
菇车间、育菌车间，另建有两个百万级净化实
验室，分别承担食用菌种筛选，育种和细胞扩
繁组培任务。目前，日出成品蘑菇5吨，预计到
年底，每天可达到35吨以上。

据高树国介绍，他们还计划新上发酵罐
16组5 . 28万平方米，主要以废弃菌棒、畜禽粪
便、农作物秸秆为原料，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
气，经提纯后产生生物天然气。该项目的落地
将充分利用柳山镇废弃闲置资源，达到废弃
物循环利用的效果。全部投产后，预计可实现
年产值5亿元，年利税5000万元。

产品供不应求，企业也亟需人工。王其增
看着镇上的企业多了，也动了打工的心思，并
顺利谋到了运输菌包的工作。

富硒椹莓也是柳山镇的一个特色农业。
富硒产业发展了，但缺市场、缺销路，缺龙
头企业的带动。看到农民为销售富硒椹莓大
伤脑筋，柳山镇引进了华栗金良硒源食品项
目，该项目占地100亩，投资1 . 1亿元，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电商”的生产经营模
式。“企业在柳山镇建设椹莓基地5000亩，
辐射全县椹莓、板栗、小米、樱桃等7处示
范基地。我们还同束怀瑞院士团队签订合作
协议，获批全县首个农业院士工作站。”山
东华栗金良硒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凤翥
说，项目投产后年加工能力达1万吨，产值
10亿元，利税过亿元，带动3000户种植户，
万余农民实现稳定脱贫。

临朐县柳山镇把“新六产”当作转型突破口———

废弃养牛场引进了循环农业新项目

广告

□杨国胜 都镇强 报道
图为工人在潍坊禾青慧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磨菇车间准备出菇。

□李娜 报道
11月14日，利津县凤凰城街道智联农创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菜农正在为园区黄瓜吊蔓。该园区占地1163亩，总投
资1 . 6亿元，规划建设温室大棚等各类设施117栋，采用“国
资平台+运营公司+农户”的市场化建设运营模式，设计功
能集绿色有机果树种植、观光旅游和企业孵化等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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