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月2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梁利杰 第64期

热线电话：(0530)5336663 Email：dzrbwzf@qq.com14

□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本报通讯员 王时聚

暖心服务在黄河滩区延伸

“真是太方便了，出门遛弯的工夫就把
身份证补办好了。”6月16日，在位于东明县长
兴集乡竹林新村(滩迁七号新村)的东明县公
安局“为民服务中心”，村民毛红海从户籍人
员手中接过刚办好的临时身份证，满意地说。

竹林新村位于黄河滩区深处，距离长兴
集乡政府驻地有8公里的路程。“以前办理任
何户籍业务都要跑到辖区所在地的派出所户
籍室排队等候，如果证件没带齐，还需要再往
返奔波一次。”毛红海说，如果要补办临时身
份证，要先到辖区派出所户籍室进行申领，再
赶往距离乡镇几十公里外的县局户籍科制作
领取证件，往返需要花上一天的时间。

“为民服务中心”的设立，实现打通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家门口即办，免去了
以往群众往返奔波的辛苦，让暖心服务在村
居延伸，构建起更加贴近群众，更好服务群众

的渠道。”东明县公安局副局长董保太说。
自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

作开展以来，东明县政法系统把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全过程。深入基层察民情访民意，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具体问题，完善服务群众体
制机制，把教育整顿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
的实际行动，让群众切身感受教育整顿的新
成效、政法队伍的新变化。

无名烈士魂归烈士陵园

“烈士们终于‘回家’了。”6月11
日，在郓城县“无名烈士迁入烈士陵园安葬
仪式”现场，郓城县检察院检察长刘化珍长
舒一口气。至此，郓城县检察院历时一个多
月的英烈保护公益诉讼工作告一段落。

“我知道我们村东埋着几名烈士，他们
是因为战争受伤牺牲的，当年还有墓碑。”
5月6日，郓城县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的检察
官，在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
动”走访中，接到群众的反映：该处陵墓位
置偏僻、年久失修，缺乏维护条件，将来有被

人遗忘的可能；现在被列入了水库保护区，存
在被水浸泡的危险。检察官向相关部门了解
情况，咨询专家，确定该处为英雄烈士墓。

随后，郓城县检察院迅速召开公益诉讼
工作联席会议。针对在履行检察职责中发现
的烈士墓因缺乏保护管理，不利于公众瞻
仰、悼念及开展纪念活动等一系列问题，该
院向英烈保护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

经双方多次沟通达成共识，决定将三名
无名烈士迁葬至设施更为完善的郓城县烈士
陵园，便于统一保护、群众瞻仰。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郓城
县政法系统认真践行“执法司法为民”理念，
坚持开门搞整顿，把“转作风”作为衡量教育
整顿成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把“我为群众办
实事”贯穿教育整顿全过程。从最困难的群
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具体的
工作抓起，突出政法职能，着力解决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之事和“最怨最烦”问题。

调解纠纷解民忧

近日，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当事人，

来到巨野县法院永丰法庭，将一面锦旗送到
法庭调解员刘自豪手中，感谢他帮忙化解了
纠纷。

原告余某某在经营化肥农药店期间，被
告赵某多次从原告处购买化肥农药等货物。
被告从2018年年初至年底，为原告出具金额9
万余元的欠条五张。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
告拒不偿还货款。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

调解员刘自豪在接到这起案件后，在法
官助理任兰贤的指导下，第一时间联系双方
当事人了解前因后果。法官助理与调解员从
法理的角度以及结合以前的案例，耐心进行
调解。一天就调解成功，双方将账目对账完
毕，意见达成一致，并当庭将计算清楚的货
款一次性履行完毕。

这是巨野县政法系统树牢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全警全力、全心全意的一个缩
影。今年以来，巨野县政法系统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445次，涉及普法宣传、司
法救助、积案清理、公益诉讼等类型，努力把
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以打造群众满意的

“政法队伍”检验教育整顿工作质效。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蒋 鑫
本报通讯员 傅子栋 耿雪凌

6月15日，山东省脱贫攻坚表彰暨乡村
振兴工作推进会召开。7名来自单县的干
部，荣获山东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受
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其中有单县县委副
书记、县长魏传永。消息传来，单县终兴镇
谢新庄行政村79岁的老党员刘邵德，拿出了
一封沉甸甸的感谢信。

79岁老党员

为啥要写感谢信
这是一封特殊的感谢信：刘邵德提笔忘

字，为了写这封感谢信，先后查字典200多
次；他用颤抖的手，写了划掉，划掉再写，
反反复复写了四五天。信写好后，他特地让
孙子开车拉着到镇上去打印，字迹不好辨
认，他一句一句念给打字员听。

在感谢信的最后，刘邵德深情地写道：
“他们的行动深刻诠释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深刻内涵。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好公
仆，他们当之无愧！”

初夏，凉风习习。在自家整洁的院子
里，说起这封感谢信，刘邵德眼里涌出了泪
花：“我写出了全村干部群众的心里话！”

刘邵德感谢的是单县县委派来的驻村工
作队。工作队吃住在村两个月，给谢新庄种下
了希望；近两年来，谢新庄旧貌换新颜，全村
干部群众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
步前行。

谢新庄行政村包括5个自然村，距离县

城70华里，是单县最偏远的村庄之一，和江
苏丰县搭界。该村基础设施欠账多，没有一
条进村的好路，以路当沟，以沟当路；晴天
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村容村貌脏乱差。
2000多人的村，没有一处卫生室，喝不上自
来水；缺乏致富门路，村集体收入几乎为
零。干部群众的精气神不足，各项工作都在
后面。

2019年9月17日，省委、省政府在菏泽召
开乡村振兴调度推进工作会议。会后，单县
县委结合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省委脱贫攻坚巡视“回头看”和干
部驻村蹲点工作要求，开展“改进作风、深
入基层”驻村蹲点活动，深入开展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2000多名县直和乡镇(街道)干部
到村里蹲点。时任单县县委副书记的魏传
永，和李元明、徐树兵、刘洪青等5名干部
一起，带着铺盖，到谢新庄蹲点。他们引导
全村干部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谢新庄变
了模样。

特殊贫困家庭获新生

这是一个特殊贫困家庭获新生的故事。
18岁的刘刚(化名)，已经长成了一个帅

气的小伙子，在单县职业中专读书的他，对
将来的生活充满憧憬。说起以前被关在家的
日子，他情不自禁地哭了。

刘刚的父亲刘继中(化名)，不幸患精神
病。刘刚的母亲受不了生活的重压，离家出
走。刘继中怀疑有人要害自己的孩子，把女儿
刘丽丽(化名)和儿子刘刚关在家里，不让出
门。当时刘刚12岁。镇村干部上门，刘继中拿
着铁锨往外赶；干部送来慰问品，他扔出去。

刘丽丽为了上学，半夜翻墙偷跑出去，
住到堂姐家。她有3年多没敢进家门。刘刚
从12岁被关在家里，变得少言寡语。坐在院
子里看鸭子，一看就是半天。

驻村工作队到刘继中家走访，了解到这
个家庭的情况后，和镇村干部商量：“一定
要帮他们，不然这个家庭就完了！”

快刀斩乱麻，他们很快拿出救助方案：
送刘继中到医院免费治疗；送刘刚到县职业
中专免费读书；为三人办理低保，整修房
屋。

刘继中一家的帮扶人、时任终兴镇副镇
长的朱坤传，数次被刘继中拒之门外，被骂
过、被泼过脏水。但他毫不在意。

送刘继中进医院时，刘继中关着大门不
让进。工作队队员刘洪青和村干部时前防，
冒着被打的危险，跳墙进去，打开大门。

刘继中住院后，刘丽丽才敢回到家。看
到以往破旧的房屋被修葺一新，铺着地板
砖，窗明几净，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她和弟弟抱头痛哭，现场的乡亲们感动
地流下眼泪。刘继中家所在的周押口自然
村，村里有不少江苏丰县居民，他们纷纷为
山东的干部点赞。

刘继中在医院系统治疗了心脏病、精神
病，身体状况大为好转。刘丽丽大学毕业，
找到了工作。她对弟弟说：“是党和政府给
了咱第二次生命，咱们以后要做对社会有用
的人，回报社会！”

这个特殊的贫困户家庭之变是个缩影。
当前，谢新庄117户贫困户均已脱贫，开启
了新的幸福生活。

谢新庄换新颜

谢新庄变了。
4月，记者初访谢新庄，整个村庄氤氲

在油菜花海中，蝴蝶翩飞。村里道路笔直整
洁，村民们笑语盈盈。

“我们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先进村，村里
的方方面面跟以前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谢辛庄村党支部书记谢作红说。

村容村貌变了。解群众之所难，急群众
之所急。驻村期间，工作队修了27里的水泥
路，连接起邻镇及丰单大道；打下60多眼
井；为方便群众就医，新建了一所卫生室；
带领村民清理了4000多堆“三大堆”，拆了
70多座破房子，清理杂树、杂草，清理出400
多亩空闲宅基地，种上了油菜花、油葵、无
刺花椒树。一是美观，二是可以增加村集体
收入。“我们试了试，四分地就榨了五桶
油。”谢作红说。

修路涉及到江苏丰县。为协调修路，魏
传永带领工作队成员，每天忙到晚上10点
多，用手机当手电筒，与丰县的干部群众现
场商量补偿事宜。工作队协调清淤河道，使
黄河水流进了谢新庄及周边村，近6000亩土
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

群众的精气神儿变了。为让村民实现致
富，工作队联络企业落户致富车间，鼓起了
群众的精气神。在清洁用具加工车间，52岁
的村民张玉梅，正在检查打捆装包的浴帽。
一旁的几位村民正在操作机器缝制浴帽。
“在这里打工活不重，一天挣七十多块钱，
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带劲儿。”52岁的张玉
梅说。车间现在有13台机器，安排15名女工
就业，计划年底扩大到100台机器，吸纳更
多的人就业。

干群关系融洽了。现在的谢新庄，村党
支部的凝聚力、号召力空前提高。群众每天
自发打扫村里的卫生，积极参加党支部主导
的果蔬和林木合作社，齐心协力致富奔小
康。现在，谢新庄村各项工作走在全镇前
列。谢新庄村集体收入，从2019年的6 . 56万
元，增长到2 0 2 0年的1 4 . 9 6 6 4万元，增长
128 . 15%。

谢新庄之变是一个缩影。单县8个省级
贫困乡镇、95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6 . 08
万户、11 . 6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单县
被评为省扶贫开发工作先进县区。

单县79岁老党员：“我写出了全村干部群众的心里话！”

一封特殊的感谢信折射谢新庄之变

菏泽市政法系统：倾情办实事 件件暖人心

“出门遛弯的工夫就把身份证补办了”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蒋晨曦 谢新华 报道
本报巨野讯 6月21日，全幅长

16米、高4 . 8米，由巨野县10位国家
级画家历时100天集体创作完成的
巨幅工笔牡丹画———《盛世中华》，
正式在巨野县书画院收笔。

“创作巨幅工笔牡丹画，旨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
达画乡人民歌颂党、感恩党的真切
情怀。”巨野县书画院院长程军伟
介绍，该作品自今年3月初召开研
讨会，中旬开始创作。作品以菏泽
牡丹为主要创作题材，画面由牡丹
花、山石、和平鸽组成。牡丹花象
征着富贵、美好、盛世；山石是党
和国家坚如磐石的象征；和平鸽则
象征着世界和平安宁。

据悉，巨幅工笔牡丹画《盛世
中华》中共有199朵牡丹花，全部
盛开的有100朵，代表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正在开放和含苞待放的
99朵，代表长长久久，寓意中华盛世
长治久安。作品整体寓意为牡丹花
开迎盛世，翰墨丹青颂华章。

“从构图、上色到如今的创作收
尾阶段，10位画家付出了极大的心
血和努力，也展示出了精湛的绘画
技能。”著名画家、巨野县书画院艺
术总顾问黄恩涛介绍，《盛世中华》
篇幅巨大，参创画家较多，创作过程
十分复杂；作品中的单朵牡丹花直
径达50多厘米，有的花朵仅一个花
瓣就有20厘米，因此蕴色的过程难
度较大。但经过团队的精心配合，多
次商讨、调整，最终达成统一。整个
创作过程中，10位画家精心合作，既
保证了最终的画面呈现出一种风
格，同时还凸显出每一位画家的特
长，保证叶片、花头、枝干、嫩芽、山
石、底色都得到最完美的呈现。

巨野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朱衍
芳介绍，巨野工笔牡丹画以菏泽牡丹为主要创作题材，它
在继承中国传统工笔技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工艺手段，
精工细作、勾勒严谨、工整典雅、色彩绚丽。目前，巨野
县拥有4个绘画专业镇，50个专业村，44家基层画院，160
余家书画培训机构，从事创作、销售、装裱等书画产业人
员15000余人，实现年产值近6亿元。在全国各大画廊、画
店销售的纯手绘工笔牡丹画，80%以上出自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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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蒋鑫 通讯员 刘厚珉 报道
本报单县讯 6月初，记者走进单县黄岗镇渡口王庄

村，置身于树的海洋，处处绿意盎然，鸟儿翩飞。然而，
十多年前，这里是“无风三尺土，有风半个天，关门盖着
锅，土饭一起咽”。

渡口王庄村位于黄河故道沿线，由于黄河决口改道留
下大量风沙化土地，每年起沙日数多达80天-90天。每逢大
风天，风吹沙起，给农作物生长和群众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村民们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决心治沙致富。全村人
在炎炎烈日下挖坑栽树，没有水就用肩挑。奋战一个月，
终于在500亩荒滩里栽上20000棵杨树苗。谁知当年夏季，
突如其来的暴雨和上游来水，将小树苗全部淹死。

第二年，村党支部千方百计筹集资金，重新购置树
苗，结果小杨树又旱死了多半。但渡口王庄人没有退缩，
树死了再栽，一片片绿色在延伸。

2018年起，渡口王庄人在栽植的树下，试种油用牡
丹、西瓜、花生、棉花等经济作物。栽植的树木不仅长得
快，作物产量也有了提高，每亩纯收入达到了1000元以
上。现在，渡口王庄人已累计植树5万多株，治理沙化土
地1200亩。依托丰富的资源，该村相继发展了林下养鸡、
养羊、养鱼等多种产业。他们创造的“小小树下种棉花，
棉花行里带西瓜，台田沟里养鱼虾”的治沙模式，已成为
黄河故道区治理沙害的典范。

在渡口王庄的带动下，单县黄河故道滩区相继有36个
村造绿固沙。目前黄河故道已累计栽植杨树林15万亩，治
理沙化土地20万亩，昔日风沙弥漫的黄河故道已成为“林
茂、粮丰、畜旺”的绿色家园，为林长制改革蹚出了林业
生态建设发展的新路子。

黄河故道蹚出

林业生态建设发展新路

□记者 蒋鑫 通讯员 皇甫燕飞 报道
本报菏泽讯 “俺家的地都流转给合作社

了，一亩地能有1000元的年收入；在这里采摘
金银花，我一天能挣70多块钱；有的年轻人手
速快，一天能挣一二百元哩。在这里干活不仅
离家近，还轻松，回家也方便。”在菏泽市定
陶区黄店镇大坞集村金银花种植基地，70多岁
的村民陈爱荣说。

黄店镇大坞集村曾是省扶贫工作重点村，
长期以来，农业产业结构单一，村民大多以种
植小麦和玉米等传统作物为主。“2019年，在
来自兖矿集团的省派第一书记李天栋的帮助
下，我们到临沂考察农业种植项目，看到当地
种植金银花收益不错，就邀请当地农业专家来
我们这考察种植环境。”大坞集村党支部书记刘
信军说，“专家实地观察土壤、气候、温度，都符
合种植金银花的条件，我就有了种植金银花的
想法。多次召开会议商议后，决定整合资金，在
村里流转土地30亩，成立合作社。”

“今年是第一年采摘，能达到盛花期的
20%，目前头茬花已经采摘了4000多斤。咱们
村里已经与企业对接好了，也买了烘干机，打
算卖烘干的花，头茬花毛收入有7万元左右，
过几天还有二茬花。”刘信军表示，“我们成
立合作社不光要强村，还要富民，就是想先给
大家打造样板。效益不错的话，下一步打算发
动群众种植金银花。”

“我们黄店镇50个行政村党支部全部成立
了合作社。在推进过程中，镇上坚持组织群
众、用活资产、激活潜力，以增加农民收入、
壮大村集体经济为目标，结合本村土地优势，
打造亮点产业，努力把合作社办成农业发展、
农民增收、农村振兴的抓手和载体，走出一条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乡村振兴的新路
子。”黄店镇副镇长顾云娇介绍。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金银花开“金银”来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刘厚珉 报道
6月19日，单县黄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杨凤琴（左）来到黄岗镇幸福院，帮助老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当杨凤琴请李洪

冉老人（右）品尝刚煮出来的粽子时，老人乐呵呵地说：“俺一看见这孩子，就觉得亲！”
“每月我都抽出三个上午，来给幸福院里的老人干些家务活儿。”杨凤琴说。
据介绍，目前，单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达到13 . 8万人，全县实时服务志愿者近千人次，服务内容覆盖文化教育宣讲、环境卫生

清理、急难险困救助等各个层面，年受益群众300万人次。

□记者 蒋鑫 报道
本报郓城讯 6月19日，由菏泽市委组织部、菏泽市

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向学”大讲堂宣讲活动在郓城一中新
校区启动，来自学校高二年级的千余名学生，专心地听着
宣讲团成员席仲恒分享高效学习的经验。

“向学”大讲堂首场开讲的席仲恒，是省政府办公厅
驻菏泽选调生，刚刚毕业于清华大学。“能和即将进入高
三的学子们互动交流，分享学习心得体会，我感到十分荣
幸。希望‘向学’大讲堂这个平台能激发出学生们的学习
动力，提高学习效率。”席仲恒说。

在听完演讲后，高二23班学生侯梦琪称受益匪浅。
“好成绩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勤奋努力。尤其是在英语学
习方面，我会结合老师的方法认真学习，增强追逐一流学
府的信心。”侯梦琪说。

据介绍，“向学”大讲堂宣讲团的21名成员，由省直
单位驻菏泽以及菏泽市直单位的选调生组成，他们均来自
国内外一流高校。本次宣讲活动将持续至9月19日结束。
其间，宣讲团成员将走进全市19所普通高级中学，为近2
万名学生开展70余场巡回演讲。通过向毕业班学生分享他
们在学习方法、高三备考等方面的经验和大学生活、报考
择业等经历，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找准奋斗方向。

菏泽“向学”大讲堂开讲

□记者 蒋鑫 通讯员 崔延超 报道
本报郓城讯 6月19日，由郓城县政府主办，县文化

和旅游局承办的郓城·山东派古筝研究发展中心揭牌仪式
举行。

郓城是山东筝派的发祥地，新中国成立以来诞生了赵
玉斋、高自成、赵登山、韩庭贵等十几位国家级古筝艺术
大家。该县依托丰富的古筝文化资源，积极探索文化与经
济、艺术与产业互动并进、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每年有上
万台古筝从郓城销往全国各地，古筝艺术开始进校园、进
课堂，先后培育出上千名古筝专业人才，古筝已成为郓城
最具特色、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文化品牌之一。

郓城·山东派

古筝研究发展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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