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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肖 会
本报通讯员 张金岗 赵玉龙

9月24日，冠县万善乡南王段村村民黄振
国告诉乡司法所所长田振勇，村头两台变压
器更新完毕，不会再有漏电、触电风险了。

前段时间，南王段村东北角机井变压器
老旧，出现联电反应，埋在地下的电线时常
漏电，无法正常供电，村民担心触电，不敢
到田里干活。他们致电乡司法所：“村头的
两台变压器不能用了。”

接到村民反映，田振勇和副所长杜文勇
与乡变电所、冠县供电公司一合计，决定为
村里更换两台新变压器。9月23日更换完毕
后，当晚遇上暴雨，田振勇担心新变压器经
不住大雨考验，就和杜文勇冒雨赶到现场查

看，看到变压器正常工作，村民用电稳定安
全，一颗心才算放下。

“群众的事挂在心上，群众的事都是大
事。”田振勇说，这是他们基层干部在实践
中的深切体会。近年来，冠县万善乡在基层
综合治理工作中，探索“枫桥经验+”模
式，发挥村“两委”干部和退休教师等优
势，筑牢基层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建立33
支基层社会治理服务队，他们像田振勇、杜
文勇一样活跃在基层一线，随时随地解决群
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折不扣地
让群众的事有人管、有人办、马上办、办得
好。

8月13日晚10点，北田平村村民赵志成醉
酒失控，在村里乱跑乱打，将家门前乘凉的
赵琳打伤，两家矛盾激化升级，到了棍棒相

加、群架群殴的地步。村民向乡司法所求
助，田振勇、杜文勇及时介入，对当事人进
行心理疏导，疏解双方家属情绪，历经三次
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赵志成向赵琳赔偿12
万元医疗费，平息了剑拔弩张的邻里关系。
几天前，村民赵琳和乡亲们给万善乡司法所
送去了一面“和风吹心田 细雨润民生”的
锦旗，表达他们对万善乡司法所倾情为民、
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的感谢之情。

村民们信赖的万善乡司法所位于乡政府
驻地院内，进乡政府大门左转就是司法所，
司法所里有便民服务中心，信访、司法、市
民热线、“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等基层治
理资源“汇聚一堂”，联合办公，接待群众
办事、处理热线反映事件、解决群众各项诉
求，方便群众办事、求助。全乡村民遇到大

事小情，只要有困难，就进乡政府大门，左
拐来到司法所便民中心，群众亲切地总结出
“进政府向左拐，一切问题都OK”的顺口
溜。

万善乡还充分发挥党政干部接访机制，
每天至少安排1名科级干部在法律服务或信访
窗口接访，现场解决群众问题。同时，乡党
政负责人经常入户调研，变上访为下访，现
场为群众解决困难，逐步构建起“基层矛盾
不出村，社会纠纷不出乡”的基层社会治理
格局。3年来，调解矛盾纠纷298起，处理到
乡信访问题291起，办理群众热线1450件。特别
是今年1至7月，全乡科级干部接访42件200余人
次，调解矛盾纠纷68起，处理到乡信访问题42
起，连续4个月群众满意率100%，实现了无一
人进京、赴省、到市上访。

冠县万善乡基层综合治理赢口碑树品牌

“进政府向左拐 一切问题都OK”

□记者 肖会 通讯员 张雪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0月2日，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小

湄河湿地公园内，花开艳丽，流水淙淙，游玩的市民
络绎不绝。与优美的环境格格不入的是，周围烤面
筋、炸肉串、炒冷面的流动商贩摊位边，污渍斑斑，
垃圾满地，把环境搞得一团糟。一榨甘蔗汁摊位前，
摊贩随地倾倒甘蔗渣，地上脏乱不堪。

此时，聊城开发区执法局监督员桑红芳向前制
止，并电话向开发区执法局反映，建议“合理规划景
点摊位，规范管理业主经营”。接到桑红芳反映的信
息后，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执法局立即派人赶到
现场，对相关摊主提出严厉批评，现场处理垃圾，同
时，立即调派人员对辖区景点进行排查，确保黄金周
期间辖区景区景点环境整洁，摊位有序经营。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聊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行政执法局面向社会公开聘请20名关心城市发展、
热心公益事业、有思路、有见地，能担责、敢监督的
城市文明管理社会监督员。

8月19日，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执法局为来
自企事业单位、商超、基层村“两委”成员的监督员
颁发了“城市管理监督员证书”。

按照约定，20名社会监督员既能对城市管理违法
行为进行监督，又能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监
督。他们发现问题、反馈信息、提出建议、督促整
改。截至目前，社会监督员向行政执法部门提出城市
管理存在的问题10余项，全部得到整改。监督纠正市
民改正违法行为70余次。9月12日，社会监督员、山
东中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克勇反映，一校园
周边乱设摊、乱张贴、出店经营、散发宣传单、小广
告、乱停车等乱象反弹。开发区行政执法局调集精干
力量，按照“堵疏结合、精准治理”的原则，一抓到
底，对辖区校园周边环境集中整顿，恢复秩序。9月
22日，社会监督员、脑科医院办公室主任郭凯反映，
铭德公寓3栋住宅楼垃圾桶破旧，影响环境卫生，开
发区行政执法局责成相关人员赶赴现场，当场为小区
免费购置了6个垃圾桶，解决了小区居民的烦心事。

社会监督员是城市管理中的“啄木鸟”，也是城市
管理执法中的裁判员。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执法
局局长刘国强说，社会监督员是城市管理与服务的有
益补充，对构建良好的城市管理氛围具有重要作用。

□ 本报记者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程 浩 逯义君

9月16日中午，准备做饭的高唐县固河
镇冯庄村脱贫户黄其城来到院中接水，拧开
水龙头，黄其城看着哗哗流出的自来水不禁
感叹：“现在用水太方便了，随时用随时有。”

在自来水管旁，记者看到了一个泛白的
塑料桶。黄其城说，这个塑料桶见证了他们
一家从吃井水到吃上自来水的过程。

67岁的黄其城是个勤俭持家的能手，老
伴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年，两个女儿远嫁外
地。为了节省开支，黄其城舍不得花钱安装自
来水，多年来一直靠院中的一眼压水井度日。

井水碱高，刚压上来的井水浑浊，需要
沉淀后才能正常用。他就找来一只大塑料桶
用来沉淀水中杂质，等水沉淀干净后，再把
水倒入另一个干净的塑料桶。“要是遇上天
旱年份，井里压不上水，我就只能去邻居家
提水。”

2017年，黄其城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也就是这一年，扶贫干部在入户走访中
发现了他们家的吃水难题。经上报批准，扶贫
干部及村干部为黄其城免费安装了自来水，
并免去了他家安装自来水所需的开口费、管
道费等。“用水不用再等着沉淀了，我的这个
塑料桶也光荣‘下岗’了。”黄其城开心地说。

解决农村贫困群众的饮水问题是水利行
业扶贫的主要任务。近年来，聊城紧盯676
个省定贫困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确保入户水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和
供水保证率四项评价指标全部达标，实现饮
水安全。

“我腿脚不太方便，以前要到外村提水
时，一次也就提半桶，很吃力。”莘县徐庄
镇前店村贫困户刘玉莲说，自从家里安装了
自来水，“吃水难”的日子就结束了，曾经
提水用的水桶也闲置了起来。

贫困户吃水不仅更方便，还要更安全。

2018年底，聊城开始启动实施农村饮水安全
攻坚战，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据悉，聊
城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是在676个省定贫困
村实现全部通水、全市自来水普及率达95%的
基础上，充分利用平原水库，通过建设净水
厂，新建、改造、提升供水管网等工程，进行水
源置换，彻底解决3112个村庄饮水不安全问
题，实现“同网、同源、同质”“一县一网”和“全

部达标”的供水目标。
聊城市委书记孙爱军连续对农村饮水安

全工作作出10次批示；市政府成立以市长为
组长、分管副市长为副组长、各县(市、区)
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
“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领导小组”，压实市
县各级各部门的责任；聊城市水利局和各县
(市、区)全部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水利部门

与扶贫部门加强沟通协作，信息共享，形成工
作合力。涉及11个县(市、区)、总投资超过12亿
多元的农村饮水安全战役全面打响，建起了5
处水厂、2处蓄水加压泵站，铺设了7500余公里
供水管网。如今，聊城11个县(市、区)已全部完
成工程建设任务，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即
时帮扶困难群众饮水水质全部达标，农村饮
水安全问题基本解决。

聊城：676个省定贫困村通上自来水

□李梦 杨成涛 娄小皓 报道
本报东阿讯 以前村民的环境卫生意

识不强，垃圾随手就扔，天气一热，苍蝇
乱飞。但现在可不一样了，垃圾桶摆在了
村民家门口，每天有专门车辆来回收，再
也没有烦人的苍蝇了。这个变化让东阿县
高集镇潘庄村村民王立东欣喜不已，他每
天上午都会搬个小桌放在自家大门前，与
老伴儿一同泡一壶清茶，招呼邻居拉呱、
下棋，日子过得休闲自在。

为改善村居环境，提升村民生活品
质，去年以来，潘庄村因地制宜推进农村
房屋前后垃圾清理、沟塘污水治理等工
作，对村内32条胡同全部进行了硬化，家
家户户门前统一种植了多种绿化苗木。潘
庄村党支部书记王立新告诉记者，农村基
础设施越完善，群众的幸福感就越高。
“以前村里就几条主干道是水泥路，小胡

同里坑坑洼洼，下雨天路上都是泥。如今
硬化路面连着家家户户，以后什么样的天
气都不用担心路不好走了。”

“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必须内外兼
修，既要做足‘面子’，更要做实‘里
子’。”在高集镇人大主席王立博看
来，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不能只停留在表
层，更要发展产业，让老百姓有可持续
的收入来源。王立博自小在潘庄村长
大，他介绍，十几年前，潘庄村紧邻黄
河，土地是盐碱地，村民只能种些荆棘
树，靠编筐维生。为改变这一状况，村
支书王立新下决心改变这片盐碱地，他
号召乡亲们用农家肥不断改变土壤性
质、在盐碱稍弱一点的地方种上硬池
藕。“那时候人人都要去刨土挖地，潘
庄村人就凭着这股子干劲，誓言要把穷
根挖掉。”说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王立新依然很激动。潘庄村村民靠着勤
劳的双手治水改碱，十年前，潘庄村承
接了小麦高产示范方创建项目，2014年，
这些示范方平均亩产达到了789 . 66公斤。

盐碱滩变身“新粮仓”，村民的心思
也活泛了起来。潘庄村紧邻镇政府，不少
村民流转了土地，当起了拿工资的人。王
立新告诉记者，现在村里建起了核桃种植
基地，对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改变了农
村，富裕了农民。村里还投资建起了老年
活动中心、卫生室。在老年活动中心，老
人们唱歌、跳舞、下棋，日子过得有滋有
味。王立新骄傲地说，潘庄村现有90岁以
上老人 5人，“我们村的村风好，家风
好，儿女们都孝顺，老人们都长寿。”从
盐碱地到生态绿洲，潘庄村蹚出了一条农
村美丽宜居、农民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之
路。

潘庄村蹚出幸福生活路

□记者 高 田
通讯员 李 珺 报道
本报聊城讯 “中国京杭

大运河，千百年来作为南北交
通大动脉，曾经千帆竞泊热闹
繁华，大运河造就了多少明珠
般的城镇……”这是郭春奎刻
在10米长卷《古今京杭揽胜》
上的开卷语。手稿创作三年，
刻版将近两年，在今年9月召
开的首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
览会现场，郭春奎和他的木版
年画《古今京杭揽胜》吸引了
众多参观者的目光。

10月6日，在聊城市东昌
府区道口铺街道东首的永兴堂
民俗文化传承大院，大院入口
处既是门脸房也是展示间，《古
今京杭揽胜》长卷静静地躺在
案几上。郭春奎徐徐展开长卷，
从浙江余杭到北京，整条大运
河沿途城市节点和重要地标风
景、建筑全都以版刻的形式呈
现出来，浓缩了运河文化千年
风情，勾勒了大运河文旅风光。

70岁的郭春奎是东昌府木
版年画省级非遗传承人，他为
何要耗费巨大心力创作这样一
幅巨作？郭春奎打开了话匣子。

“早在1996年，我创作了一
幅《运河聊城》木版年画作品，
后来被聊城市文旅部门收藏
了，前几年我看到了《清明上河
图》长卷，觉得十分震撼。聊城
因大运河而兴，刻版、刻书业也
因此繁荣，用刻版的方式展现
大运河风貌的想法再次从心里
冒了出来。”郭春奎说。

为了刻好这组木版年画，
郭春奎多方搜集大运河流域城
市的代表性景点和建筑物，有
的景点建筑物需要从电脑上下
载好图片，再一点点地手绘出
来，仅绘图就用了三年的时间。
手绘完成后便着手刻版，11块
梨木板花了两年的时间刻成。

今年，郭春奎受邀参加首
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
他带着装裱后的《古今京杭揽
胜》惊艳亮相，受到众多参观者的关注，现场展示刻版、
印刷，也让与会者更加了解了东昌府木版年画。

如何让木版年画这一古老的艺术创作形式焕发新
的生机？在郭春奎看来，就是要不断赋予它新的时代
内涵和意义。

郭春奎向记者展示了刚刚完成创作的一幅《红船
精神》作品，有红船的具象表达，也有文字内容，单幅作
品色彩鲜明。郭春奎拿出了厚厚一摞“精神”系列作品
手绘图，如《延安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明
年是建党100周年，今年主要创作《红船精神》系列作
品，为建党100周年献礼。”郭春奎说。

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还创作了以钟南
山院士为人物题材的作品。前不久，在为中小学生上民
俗课时，钟南山院士抗击疫情的题材作品就受到了学
生的欢迎。

“木版创作是众多艺术形式之一，只有与当下相结
合，不断丰富木版年画新的时代意义，才能让它不断地
传承下去。”郭春奎说。

记者采访过程中，郭春奎一直在专心致志地修版，
他刚刚创作完成了木版年画《农民本色》，细微处需要
调整。“丰收节刚刚过去，这几天正值秋收，于是创作了
这幅作品，你看这红色的是辣椒、黄色的是玉米、绿色
的是绿豆，一个老农头戴斗笠正在晾晒这几种粮食，旁
边还有水壶、茶碗，石磙、扫把等农具。”郭春奎指着印
刷好的作品说。

□高田 王琳 琳姝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在社区和公

司的帮助下，我家的便民服务亭
开起来了。以后我一定会好好
干，我相信生活一定会越来越
好。”近日，聊城市东昌府区古
楼街道站前社区柳泉花园居民张
秀军高兴地对记者说。

张秀军今年43岁，2006年的
一场车祸导致他大脑部分功能受
损，记忆力缺失，语言功能丧
失，说话含糊不清，被认定为4
级伤残，无法外出打工。张秀军
的妻子在饭店打工，月薪千余
元，一双儿女都在学校读书，父
母年事已高，一家六口挤在九十
多平方米的回迁房中。多年来，
就靠妻子的收入维持生活，日子
过得十分拮据。

今年6月，聊城东禾商贸股
份有限公司与聊城市残联设立扶
贫助残项目，该项目通过建立一
站式便民服务厅的方式，帮助残
疾人再就业，经站前社区工作人
员仔细筛查辖区贫困户的情况，
主动找到了张秀军。但张秀军担
心投资太大，钱打水漂，不愿加
入。聊城东禾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他提供了便民服务亭，并免去
了他应交纳的3万元保证金，所需
货物及所有硬件一并为他准备了
出来，终于使他打消了顾虑。

在站前社区工作人员的鼓励
下，张秀军经过近 3个月的准
备，便民服务亭顺利开张了。现
在，便民服务亭里蔬菜、零食、
玩具、打印、快递接收点等一站
式服务一应俱全。通过站前社区

工作人员的积极宣传带动人气，前来购物的居民
逐渐多了起来，张秀军的生意一天天好起来。

张秀军也一改往日消沉的情绪，忙碌的工作
不仅燃起了他对生活的信心，人也更加勤快了。
“我们自己也要努力动起来，不能过‘靠’
‘等’‘闲’的日子。”张秀军说。下一步，古
楼街道站前社区工作人员打算与聊城东禾商贸股
份有限公司进一步合作，帮助张秀军学习更多技
能，提供更多更有效的产品。

古
楼
街
道
搭
起
爱
心
便
民
服
务
亭

□李梦 成涛 张波 报道
本报高唐讯 “石材打造实风存，圆

坨厚重大盘沉。千匝运动程漫漫，万转围
绕一中魂。”这首诗描写的是石磨工作的
场景。如今，这样的场景在高唐县梁村镇
北镇村重现，依靠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古老的磨盘给北镇村带来了新生机。

北镇村属省级贫困村。两年前，在聊
城市派第一书记帮扶下，北镇村党支部带
领村民申请项目资金10万元，成立了专业
合作社，发展村集体石磨面粉项目。“石
磨是采用麦饭石质做的，小麦研磨的遍数
减少，小麦胚芽油、麦胚的香味、蛋白质
等营养物质得以完全保留。采用传统的老
式石磨、传统的研磨速度轻磨细研，研磨
中不会产生热量，不会产生因研磨速度快

而使面粉发热、夹生的现象，面粉保留了
原粮的纯正香味，面筋质高。可以说，石
磨研磨的面粉不仅改变了传统研磨工艺，
而且营养全面，面味好。”北镇村党支部
书记赵以贵介绍，整个流程包括洗麦(去
皮、去杂质)、润麦(麦仓放置12个小时)、
磨麦等程序。

石磨面粉虽然耗时长，但是磨出来的
面粉绿色健康。“这些面粉跟市场上流水
线上出来的面粉是不一样的，是小时候的
味道。”梁村镇分管扶贫副镇长许庆华
称，传统的石磨生产工艺，从源头把控品
质，用的都是自家种植的优质麦，回归了
自然，真正让消费者吃出健康。

刘来才今年69岁，是北镇村一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自石磨面粉加工项目投产运

营后，他就到厂里打工，每个月能领到
1000多元工资。“非常感谢村里提供的工
作岗位，帮助俺脱贫增收。”刘来才说到
自己的变化，就很激动。石磨面粉加工合
作社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促进贫困
户就业增收，带动周边村民致富。

据了解，石磨面粉加工，采用石磨自动
上料磨粉双机生产，每小时加工小麦150斤，
生产面粉90斤，目前在市场上可以卖到3 . 5元
/斤，全年可创造利润2万余元。北镇村除了
发展石磨面粉合作社，还利用现有的集体
土地，种植了优质小麦，生产高端面粉，
采取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方式，打通电商、超
市多种渠道，形成了完整产业链条，北镇面
粉品牌愈发响亮，真正实现了通过产业振兴
带动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的目标。

北镇村磨盘上唱起脱贫致富歌
聊城开发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

20名社会监督员

争当城市“啄木鸟”

让
时
代
元
素
不
断
融
入
到
木
版
年
画
创
作
中

古
稀
老
人
历
时
五
年
刻
画
十
米
长
卷

□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杨立元 报道
今年上半年，聊城涉及11个县(市、区)的676个省定贫困村实现自来水通水“全覆盖”，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即时帮扶困难群众饮水水质

全部达标，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基本解决。图为高唐县水利局工作人员对入户水源水质进行实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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