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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蒋 鑫
通讯员 傅子栋 谢 丽 报道
本报单县讯 5月18日晚8点左右，单县

龙王庙镇刘土城村的活动广场人头攒动。
“我是1970年10月入伍，1975年光荣加入中国
共产党。几十年来，我深深体会到在党的领
导下，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71岁的老
党员杨金昌，在村里组织的“乡村夜话”
上，结合自己的参军经历，为村里的党员和
群众讲党史，党员干部群众围坐在周围，认
真倾听。

鲁西南地区的农村群众，有夜晚聚在一
起“拉呱说事”的习惯。单县“乡村夜话”
重拾这一传统，由县、乡、村干部组织村
民，坐在小板凳上，围着小方桌，干部群众
面对面“唠嗑”。围绕村内具体事务共同商
量解决办法，充分集民智、汇民力，创新社
会治理方式。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单
县充分利用“乡村夜话”的形式开展党史宣
讲。县乡领导干部通过“乡村夜话”宣传党
的光辉历史，邀请老党员在“乡村夜话”上
讲革命故事，村干部在“乡村夜话”上领学
党史。通过“乡村夜话”，讲好党的故事、
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使党史学习教育
在基层落地，入脑入心。此外，全县502个行
政村还通过举办孝善敬老饺子宴、编排舞
蹈、戏曲等形式庆祝建党100周年。

杨金昌讲完后，赢得了在场群众的一阵
掌声。紧接着，村里的“乡村夜话”进入了
“办实事、促发展”环节。

“刘土城村是单县发展全域旅游的一张
特色文化名片，但宣传力度还不大……”夜
话中，党员干部、村民纷纷为家乡的发展
“挑刺、提意见”。

“村民向我们提的意见建议针对性强，
对我们进一步开展农村工作和推进乡村振兴
很有帮助，我们也会根据群众提出的问题拿

出解决办法。”龙王庙镇党委书记刘辉在听
完群众的意见后，深有感触地说，通过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刘土城村以
“乡村夜话”作为沟通纽带，为群众解决问
题20余件，组织开展免费义诊5次、文艺演出
8场。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激发了村干部的工
作干劲，增强了凝聚发展的合力。

干部群众面对面，有事敞开说。“乡村

夜话”奔着解决实际问题而开展，村民们说
的都是真心话，讲的都是实问题，提的都是
好建议。干部们则积极回应，实打实处理，
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有些事村干部当场可以拍板，有些事村
里可能办不了，‘乡村夜话’结束后会形成总结
报给镇里，我们通过专门的议事协调会，明确
专人明确时限，快速跟进落实。”刘辉说。

对“乡村夜话”活动中收集到的意见建
议、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单县以村为单位
逐项梳理，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
分门别类，建立工作台账，做到事事有结
果、件件有回音。据悉，自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该县开展“乡村夜话”2000多场
次，梳理出“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近
900条，并逐项落实。

□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本报通讯员 陈新振

5月29日，当记者再次见到菏泽市农科院
玉米育种专家曹凤格时，脑海中身材瘦弱、
皮肤黝黑的形象，依然未变。

“今年，我们有一个玉米新品种——— 菏
玉189等待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从选育、
测配、筛选，再到育种、试验，这个新品种
花费了我们团队数年的时间。”曹凤格说，
北方冬天气温低，玉米只能种植一季，而玉
米新品种一个父本或母本的选育就需要7至8
代才能稳定，还要经过2至3代的测配和筛
选。“如果要加快育种的进程，我们这些从
事玉米育种的人，就必须追着太阳跑，南繁
北育。”曹凤格说，他们这些人又有一个充
满诗意的名字：追赶太阳的人。

玉米是菏泽市第二大粮食作物，种植面
积占全市粮食种植面积的五分之二、全省玉
米种植面积的六分之一。“2014年之前，菏
泽市的玉米自主育种能力差，农户种植的品
种多、乱、杂，产量和质量都不稳定。”曹
凤格当时就暗下决心，菏泽土地上一定要种
上菏泽人自己选育的优良玉米品种，为全市
的农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曹凤格最初从认识杂交种子开始，一粒
粒看，一粒粒比对，找出差异。然后再种在

试验田里一遍一遍地看，一行一行地走，从
形态特征和抗逆性上找出品种间的差异。她
通过查阅资料了解近5年国审玉米品种、省审
玉米品种的选育过程，确定目前主要的杂优
模式。

为了打破气候限制、加快育种进程，2008
年，曹凤格背着40斤种子，孤身一人亲赴海南
南繁育种基地，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山脚
村租下5亩地，开始了10余年的玉米育种工作。
每年，她像候鸟一样，追着太阳跑，南繁北育。
顶着一年两个夏天的酷暑，只为缩短玉米新品
种选育的一半周期。

农业科研工作需要在田间观察和操作，
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结合。对从事玉米育种
的曹凤格来说，玉米田就是“办公室”，就
是工作的场所。玉米生长期正值炎热的夏

季，一般人在太阳下站一个多小时就晒得头
发晕、汗直流。为更好地了解玉米的特性，曹凤
格每天要在试验地里忙10多个小时。“特别是
授粉的时候，11点到下午3点，火辣辣的太阳再
加上田间的湿气，汗水混合着花粉在身上流，
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很难受。”然而，曹凤格却没
有因为炎热停止过。

白天手脚不停，曹凤格要在试验地套袋
授粉忙八九个小时，晚上还得加班两三个小
时写第二天的育种工作计划和授粉吊牌。当
万家团聚的春节到来时，曹凤格却背井离
乡，离别家人，独自在海南；当鞭炮响起，
大家把酒庆佳节时，她还在育种地为玉米套
袋授粉。相比身体的劳累，背井离乡的思念
曾多次让曹凤格掩泪而泣。

风雨育种，寂寞春秋。“当你专心去干一件

事时，便会忘记所有苦难。”曹凤格正是凭着对
育种工作的热爱和坚守，南繁北育13年。“当看
着自己培育出的玉米品种，让村民们喜笑颜开
时，那份成就感是不可言喻的。”作为第一育种
人，曹凤格先后选育出菏玉127、菏玉157、菏玉
167、菏玉138和菏玉19等5个玉米新品种，并申
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10项。

曹凤格南繁北育13年，将培育的优良品种
带到农户面前，让科研成果真正转化为生产
力。据悉，其育成的菏玉系列玉米新品种近五
年在全省共示范推广463 . 2万亩，平均每亩增
产43 . 7公斤，共增产玉米20241 . 84万公斤，直接
经济效益3 . 24亿元。示范推广的“玉米精量播
种高产配套栽培技术”自2015年在菏泽示范推
广后，已累计推广528 . 6万亩，平均每亩增产玉
米30 . 1公斤，共增产玉米15910 . 86万公斤，每公
斤按1 . 6元计算，取得经济效益2 . 55亿元。

如今，已是菏泽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
所副所长的曹凤格，每年仍奔波于海南与菏
泽之间，只不过她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带
领一个由研究生组成的团队。“我研究生毕
业后就跟着曹老师南繁北育，如今已经8年
了。”敬业、认真、负责，这是农艺师徐书
举对于老师的评价。

如今，曹凤格正将自己在育种上的一些独
特见解与实践经验，传递给从事育种工作的年
轻人，将育种人的责任和担当传承下去。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郜玉华

一封感谢信折射责任与担当

“值此省派第一书记即将返回之际，牡
丹区委、区政府向贵单位及牡丹区委副书记
（挂职）、齐鲁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党总支
书记、牡丹区省派第一书记临时党支部书
记、牡丹区第四轮省派第一书记工作组组长
贾国斌同志的倾力付出和无私奉献，致以衷
心的感谢！”

5月25日，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从菏泽
市牡丹区寄往齐鲁师范学院，对牡丹区第四轮
省派第一书记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感谢。

2019年4月，按照省委的安排，来自齐鲁
师范学院、省残联、省审计厅、省大数据
局、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机场集团
有限公司、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国惠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的23名第一书记，到菏泽市牡丹
区开展工作。

贾国斌来菏泽前，80多岁的老母亲叮嘱
他好好干，并给了他一袋晒干的茄子条，让
他晚上饿了就吃老家的茄子条垫垫。有时候
忙到深夜，饿了，贾国斌就煮茄子条吃，打
上一个鸡蛋。

他一直记得母亲的话，和第一书记们一起
摸爬滚打，交出了优秀的答卷：牡丹区省派第
一书记工作获得4项国家级荣誉，8项省级荣

誉，包括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山东省事业单位脱贫攻坚记大功
人员等，这些沉甸甸的荣誉彰显着牡丹区省派
第一书记们浓浓的为民情怀。

“那年宣誓赴菏泽/今日话别言不多/不
忘初心总执着/并肩奋斗苦亦乐/脱贫攻坚路
上阔/乡村振兴盼有我。”贾国斌的一首小
诗，反映了第一书记们的心声。

“60后”老郭申请留任

郭金亮干第一书记“上瘾”了。
离开牡丹区前，“60后”郭金亮向组织

写申请书：“我已参加三轮驻村第一书记工
作。我志愿申请留任第一书记，参与乡村振
兴工作。”

郭金亮是省残联驻高庄镇大石庄村省派
第一书记。到村里后，他把皮鞋换成了迷彩
鞋，衣着、言行和村民没有区别，外人完全
看不出这是一位来自省城的处级干部。

驻村期间，郭金亮的电动车换了四次电
瓶，用坏了3个农具木把手，铲头磨去了一
半。农忙季节，他在大棚里帮助村民摘豆
角，菜秧刺划破了胳膊、划破了脸，汗水把
眼睛浸红了。麦收时，他帮助军属从三轮车
上往家扛麦子。秋收时，连续多个晚上帮助
残疾人、老党员剥玉米到深夜。

郭金亮说：“两年太短、只争朝夕，给
我一个平台，让大石庄更精彩！”在郭金亮
的帮扶下，如今的大石庄村内生动力得到了

激发。村里十几户年轻小伙子搞起了高端观
赏鸽、观赏鸡养殖，有近百个品种。有的稀
有品种观赏鸽，一只能卖到上万元。村民石
海江养观赏鸡，一个月能挣3万多元。

就在离开大石庄村的头一天，郭金亮还
在梨园里看套种的藏红花的长势。梨园套种
藏红花、油葵等经济作物，每亩收入8000元
左右。村里已发展秋月梨1000亩，大蒜、花
生、油葵、棉花等经济作物1900亩，中药材
20余亩，新品种无絮杨树苗30余亩，一项项
富民小产业让大石庄村村民的腰包鼓起来。

“80后”刘珂成“荣誉村民”

5月27日，刘珂接过一份沉甸甸的《荣誉
村民证书》，禁不住热泪盈眶。这份证书，
是牡丹区都司镇人民政府和朱屯村村民委员
会颁发的。上面写着：刘珂同志在驻村工作
中，扎根基层，心系百姓，特授予“荣誉村
民”称号。

刘珂说：“这是对我驻村工作的最高褒
奖。”

来自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的第一书记
刘珂，是位“80后”。到朱屯村后，他一心
扑在工作上，往往两三周才回家看看。两个
孩子都还在上幼儿园，小女儿刚进幼儿园小
班。他给孩子通电话时，大女儿经常会哭着
说：“爸爸，你怎么还不回来啊？”大女儿
哭，小女儿也跟着哭，刘珂也禁不住抹眼
泪。

“自从驻村后，他就经常忙得不着家，
孩子没人照顾，我就辞了工作在家里专心照
顾两个孩子。”刘珂爱人孙洁说。

刘珂把家人的支持转化为工作动力。针
对村里的实际情况，着力破解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难题，做好产业项目的推进工作，组织
带动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驻村帮扶，集体增收是关键。刘珂对接
菏泽市牡丹产业协会，引进“花王牡丹产业
园”项目，流转土地208亩建设千亩芍药种植
基地，为村民提供工作岗位，实现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利用省级扶贫资金60万元新建扶
贫车间，为千亩芍药种植基地配套服务，为
帮包村每年新增收益4 . 8万元。刘珂从改善村
庄基础设施和面貌入手，新建1200平方米党
建文化广场，铺设高标准排水管道100米，建
设景观亭一座，纳凉亭3座，公共厕所5个，
坑塘围栏270米。村民亲切地称景观亭为“鱼
水亭”。

“60后”郭金亮、“80后”刘珂，是牡
丹区第四轮省派第一书记团队的代表。他们
用汗水，把爱倾注在这片热土上。他们的足
迹，这片热土都记得。

“大家付出的心血、流下的汗水、为牡
丹区作出的贡献、给我们的无私帮助，我们
会永远铭记，大家的深情厚谊我们更会牢
记。”在牡丹区省派第四轮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员、村党支部书记总结座谈会上，牡
丹区委书记张福龙动情地说。

省派第一书记的足迹，牡丹区这片热土都记得———

12项沉甸甸荣誉背后的为民情怀

菏泽市最美科技工作者曹凤格———

追赶太阳13年，新品种推广460万亩
●为迎接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到来，彰显“最美科技工作者”风采，

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菏泽市开
展“2021菏泽市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活动树选10名“2021菏泽市最美科
技工作者”、5名“2021菏泽市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

“最美科技工作者”和“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是菏泽市广大科技工作者中的
优秀代表，他们在科学研究、科学普及、科技推广、科技扶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等领域默默耕耘，具有突出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影响力。

小板凳 小方桌 干部群众面对面“唠嗑”

单县：“乡村夜话”让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周天宇 报道
本报菏泽讯 日前，菏泽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

办公室公布全市2021年度证明事项动态清单，343项证
明事项保留下来，另外26项证明事项则被取消。

据悉，根据《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证明事项清理
相关工作的通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聚焦企业和群众关切深化“一窗受理·一次办好”改革
的措施〉通知》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
东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要
求，同时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营商环境的相关规定，
从2021年开始，菏泽市每年都要对群众办事的各类证明
事项进行清理，逐个拉出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对不符
合营商环境阻碍经济发展的证明事项，进行清理取消。
对此，在去年证明事项逐步摸排和综合调查的基础上，
菏泽陆续对市级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设
定的证明事项进行了清理，经市直部门、单位梳理确
认，形成了菏泽市本级证明事项保留清单343项、证明
事项取消清单26项。

据悉，市级保留的证明事项实行清单管理，根据国
家、省清单公布情况和设定依据的变化，实行动态调
整，调整事项报市司法局汇总公布。除343项保留事项
清单以外，相关事项的办理证明一律不得向企业和群众
索要。凡违反上述要求的，可向“群众批评——— 证明事
项清理投诉监督平台”(http://www. 12348 .gov.cn)投诉举
报。

菏泽发布2021年度

证明事项动态清单
保留343项，取消26项

□记者 蒋鑫 通讯员 周天宇 报道
本报菏泽讯 菏泽鄄城某公司日前通过省“接诉即

办”App平台反映，公司在单县某企业订购300个护眼
罩，因订单数量少，企业一直未出具检验报告，请求政
府帮助协调产品检验报告事项。接到反映后，单县“吹
哨办”第一时间响应，与双方企业取得联系。经多方协
调，单县已将产品检验报告发送给反映人，商品顺利入
库。

无独有偶。近日，巨野县招商引资企业万丰国际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在“吹哨”平台反映，几天前公司提交
了烟草专卖证审核材料，但审核未通过，经办人员也未
明确告知材料如何补正，请督促协调办理解决。接到
“哨声”后，巨野县“吹哨办”立即与县烟草专卖局取
得联系，并与县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一同前往企业现场
“报到”，指导企业补齐补全烟草专卖证申办材料。经
回访，现万丰国际酒店已顺利取得烟草专卖证。

对于企业运营中遇的各种难题和提出的各类需求，
菏泽市“吹哨办”主动靠前，积极与各相关部门单位协
作，第一时间为企业运营协调解决难题，从而赢得企业
点赞。记者从市“吹哨办”获悉，今年以来，全市共受
理“吹哨”事项6509件，已办结6429件，另外80件正在
正常办理中。

企业吹哨 部门报到
5个月为企业解难题6429件

□记者 蒋鑫 通讯员 皇甫燕飞 祝亚蕊 报道
本报菏泽讯 5月26日，在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前

陈村返乡大学生翟成威的蔬菜大棚里，20多位农民正在
忙着采摘西红柿并进行装箱。

“我们这些大棚都是轮作的，种完芹菜种西红柿，
种完西红柿种豆角，这样一年下来大棚能有50多万元的
收入。”翟成威介绍。

作为地道的农家孩子，翟成威自小就对农业种植充
满了兴趣。2017年从山东农业大学毕业后，他就想着返
乡创业。

“一开始家里都不同意，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大学
生，咋说回来就回来了。但是谁劝都没用，我就只好先
给他2个棚让他试试。农村的活又苦又累，没想到，这
孩子还真踏实，不喊苦不叫累。”翟成威的父亲翟玉安
说。

看到儿子的付出和收获，翟玉安逐渐改变了自己的
想法：“以前咱们都是用老方法种菜。孩子一来，又是
去培训，又是在网上学习，还申请了水肥一体化和农业
补贴，真比以前省了不少钱，一年下来种棚收入都翻了
一番。既然孩子是真想干这一行，就让他试试看吧。”

3年时间，翟成威流转土地100多亩，家里的蔬菜大
棚从6个变成了17个，农忙时节吸纳周边村民50多人务
工。

“等积累了一定资金，我打算培育无公害蔬菜，申
请无公害蔬菜商标，把前陈村的蔬菜名号打响。”翟成
威说。

“90后”返乡创业

年入50万元

□蒋 鑫
郜玉华 报道

菏泽市牡丹区第八
小学创新红色教育形式，
在“六一”前夕组织学生
开 展 “ 做 红 船 、 学 红
船”手工作品展示活动，
让学生传播“红船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庆祝建党
100周年。图为5月23日，
小学生在制作“红船”
作品。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吴业胜 报道
本报菏泽讯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为充分发挥菏泽“中国书画之乡”优势，解读百年党
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和群众投身“后来居上”新征程，5月31日至6月3
日，《百年风华》大型书画展，在曹州书画院与广大观
众见面。

《百年风华》书画展作为“三个一”(一卷、一
展、一会)党建献礼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时7个月的
酝酿、研讨、策划、创作、评审，备受各界关注。自3
月12日作品征集以来，收到来自全国的300余幅作品，
饱含着文艺工作者“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
信念和创意、匠心。经党史顾问、专家评定，正式入选
168幅，与长达109米、代表菏泽书画艺术集体创作最新
成就的《光辉历程》长卷一并展出。这次展出的作品有
境界、有思想、有筋骨、有力量，特别是展出的百米书
画长卷，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红船起航到奋进新时代的
百年奋斗史，充分展现了菏泽市广大书画家对中国共产
党执着的信仰和真挚的情感。

“三个一”党建献礼工程，彰显了“中国牡丹之
都”菏泽开放的艺术创新成果，展现了文艺工作者的使
命担当与家国情怀。

《百年风华》

大型书画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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