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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临朐讯 （通讯员
沈汝虎 姚新）“文化建设的重点
就在咱们农村，现在中央这么支
持，咱农民就得自己找乐儿，丰富
咱 的 文 化 生 活 ， 大 伙 儿 说 是 不
是！”日前 , 在临朐县东城街道夏
石庙社区的文化大院里 , 一场别开
生面的宣讲正在进行。

来自临朐县委宣传部机关干部
“小微宣讲团”第五分队的 3 名成
员，正在为现场群众讲解农村文化

建设。热乎的腔调、平实的语言不
时引起阵阵掌声，而这已经是该
“小微宣讲团”今年以来的第 116

场宣讲。
当 今 社 会 已 经 进 入 “ 微 时

代”，传统的“一位讲师、一个教
室、一群听众”的宣讲模式已跟不
上时代步伐，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
理论宣讲？临朐县委宣传部创新思
维，给出了答案——— “小受众、微
讲堂”。该单位组织起 1 5 名机关

干部建立起“小微宣讲团”，分为
5 支小分队，主动到田间、车间、
学校、企业等场所进行理论宣讲。
在时间上“化整为零”，短则十几
分钟、半个小时，最长不超过一
小时，确保宣讲成效；听众多则
几十人，少则十几人、几个人，
不求场面搞“形式主义”；宣讲
方式更加灵活，面对面、村里的
广播大喇叭、微博微信等群众方
便 记 、 习 惯 用 的 方 式 一 一 “ 登

台 ”，用 百 姓 话 拉百姓理，原先
“高大上”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
更接地气。

让理论从书斋里、书本上、文
件中走出来，融合群众生活，是
宣讲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小微宣讲团”围绕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中国梦等多方面，
广泛调研走访，征集群众理论宣
讲需求，实行集体备课，内容层

层把关，确保宣讲内容能实实在
在 地 “ 说 ” 进 百 姓 心 坎 里 。 同
时，该单位还专门制定出考核办
法，确保全团每年至少完成 1 8 0

场的宣讲任务，并对各宣讲成员的
宣讲数量、质量等要素进行量化考
评，进一步激发出“小微宣讲团”
的干事激情。宣讲成员王孔海介绍
道，“是压力，更是动力，有了好
的宣讲形式，咱们就得使劲儿确保
百分百的成效！”

田间社区变课堂 喇叭微信派上场

临朐，理论宣讲做好“微”文章

费县农发行发放
土地增减挂项目贷款一亿元

农发行费县支行营销的1亿
元费县胡阳镇等五个村土地增减
挂项目贷款日前成功发放，一是
有力推进了当地新农村建设；二
是极大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三
是有效缓解了建设用地压力，彰
显了农发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生
力军作用。(季相波)

农村大众报莱西讯 （通讯员
吕文波 史延庆）干了 3 6 年半农
半医的“赤脚医生”，莱西市南墅
镇东馆卫生室的赤脚医生赵玉花终
于熬出头了。日前，她领到了“退
休金”。村里的乡亲们看在眼里羡
慕不已：“赤脚医生现在竟然也有
这么好的待遇。”

邻村的老乡医吴天贵去年早于
赵玉花退休，也享受到了同样的待
遇。前几天，吴天贵带着退休金和
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离开家乡到
上海看孙子去了。

乡村医生，最初名字叫“赤脚
医生”，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他
们半农半医，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

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乡
村医生的“出路”一直是基层卫生
工作的难点。由于乡村医生医疗和
养老保障机制缺失，其性质定位处
于半农半医。很多人在乡村医生岗
位上工作几十年，当他们退休后，
将面临没有工资、没有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却又因无力从事其他劳

动，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困境。
莱西市南墅镇卫生院从 2 0 0 2

年起，就开始着手为乡村医生缴纳
养老保险。目前，卫生院缴纳和乡
医自付比例分别为月缴 6 3 4 元和
2 1 4 元，共有 1 6 名乡村医生办理
了“退休”手续，平均每月领取养
老金 1265 元。

农村大众报邹平讯 （通讯
员张维奇 张学会）近日，邹平
县评选出 2 0 名 2 0 1 4 年度县级
“乡村之星”，包括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带头人、种植养殖生产能
手、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乡村
文化人才及乡村医生等。

近年来，邹平县狠抓农村实
用人才队伍建设，出台《邹平县
乡村之星选拔管理办法》，对选
拔范围、标准、程序以及选拔数
量和待遇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
今年 8 月份，该县正式启动了该
项工作。经广泛动员、宣传发
动， 16 个镇（街道）择优推荐
了 3 8 名“乡村之星”初步人
选。由农业、畜牧、林业、财
政、文体等部门专家组成的评审
委员会，对人选进行综合评审、
考察。重点考察申报人选的遵纪
守法、诚信经营、带动群众致富
和丰富群众生产生活的能力，由
公安、计生、信访等部门对人选进
行联合政审。最终评审委员会通
过现场考察打分测评，确定了前
20名作为“乡村之星”候选人，
并在县级媒体上进行了公示。

这20名“乡村之星”将由县
人民政府命名表彰，在3年管理
期内，每人每年享受县财政津贴
5000元，所需资金从县人才专项
资金中列支；同时择优推荐参加
市级“乡村之星”评选，并被纳
入全县高层次人才库管理，可以
享受参加业务知识培训、外出学
习考察和健康查体等政策。

莱西乡村赤脚医生领到退休金

惠民八成树苗

网上交易
9月11日，济宁客商王家坤

来到惠民县皂户李镇交易大型绿
化苗木，他介绍说：“网上可以
直接看到各家的报价，省下的市
场调查成本也是利润啊。”

据了解，网上销售苗木在惠
民县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为进一
步整合苗木产业资源，2013 年，
惠民县建立了全国首家苗木现货
网站“中国白蜡网”，之后又开通
了“中国国槐网”。今年，该县又开
发了“苗联通”手机软件。目前，
惠民县 80% 的苗木都是通过网
络进行销售。截至 8 月份，交易
合同 1 万多个，交易额突破 12

亿。
（王军 申建强 郑超 摄）

农村大众报沾化讯 （通讯
员姚彬彬 张军利）进入 9 月中
旬，沾化冬枣陆续成熟上市，一
年一度的沾化冬枣销售战役也随
之拉开帷幕。与往年传统交易方
式相比，今年，沾化县下洼镇把
眼光更多地瞄准了电子商务，充
分利用大型物流公司在镇区设立
网点的优势，鼓励年轻群体注册
网店。

于宗燕是于家村的一名村
民，她在淘宝网上注册了网站，
专门销售沾化冬枣。“每天的订
单有七八百斤，我每天要往快递
点跑 5 五六趟呢。”于宗燕说。

沾化冬枣研究所的所长于洪
长今年也把目光投向了网络，他
与淘宝网生态农场、“好品山
东”网络营销平台、烟台福山春
早果蔬专业合作社等合作，在网

上设立了冬枣直销基地。
打开顺丰优选的网络主页，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宗下洼，
沾化冬枣”销售平台。据了解，
今年，龙凤行王家村采摘基地与
顺丰优选合作，将基地的有机冬
枣通过此平台销往全国各地。与
此同时，北陈村也依托沾化冬枣
高端产品研究会、浩华农业产业
园，与海底捞餐饮、美味七七生

鲜食品等合作，发展网上订单，
走精品路线，进高端市场。

去年，下洼镇有 6 0 0 余家冬
枣收购商注册网店，沾化冬枣研
究所、东方冬枣专业合作社等 30

余家合作社在网上设立了直销基
地，网上销售总量累计达到 2 0 0

万斤。据了解，今年这个数字将
会继续增加。“互联网这个平台
意味着更宽的销售渠道、更广的
销售范围。我们将放大电商优
势，把沾化冬枣销售到全国各
地，让更多的人吃上正宗的沾化
冬枣，也让枣农得到更多的实惠。”
下洼镇党委书记闫华说。

沾化冬枣走俏电子商务

邹平评选奖励
20 名“乡村之星”
每人每年享受 5000 元津贴

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城
市发展的进程不断加快，土地资源
已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因素并
提出必须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
要求。基层国土所是整个国土系统
的最底层，也是“前沿阵地”，基
层国土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肩
负着众多的责任。

由于基层国土所对本辖区的情
况十分了解，所以能及时掌握人民群
众对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意
见和建议，很好的和当地村镇相结
合，努力地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把矛盾消除在基层。在办理群
众来信来访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

发现重大上访苗头可以及时的与当
地党委、政府和局信访办联系，把问
题消除在萌芽。

基层国土所协助局机关和当地
政府的农用地转用、征地前的土地勘
测定界、制定征地协议、做好被征地
村民和群众的思想工作等。协助上级
领导做好本区域的土地变更调查、土
地登记、土地统计、土地证书核发、土
地分等定级、地籍档案管理工作。根

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需要和上级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要求，可以更好
的与当地党委、政府相结合，参与编
制和实施本行政区域的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并协助做好规划听证工作。

党的“十六大”强调必须把可持
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提出科
学发展观。这就要求基层国土所要处
理好土地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
系。加强土地管理，特别是保护好本

辖区的耕地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十分
重视国土资源的耕地保护工作，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
章中设立了土地执法监察制度，新的

《中华人民矿产资源法》也增加了相
应的内容。做为土地保护前沿和土地
执法监察一线的基层国土所是本辖
区的管理机构，可以更好更及时地发
现土地矿产违法案件，并采取一些果
断的措施及时制止。基层国土所在土

地执法监察中的地位是法律所赋予
的，基层国土所在土地执法监察中的
作用是在具体严格的执法监察中不
断得到升华的。

基层国土所具有负责宣传和贯
彻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
作用，通过扎实有效和广泛深入的宣
传教育，增强社会各界的国土资源法
律意识、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意识和
节约集约用地观念，为全面推进国土
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土地是
民生之本，发展之根，财富之母，节约
集约用地，基层国土所的任务艰巨而
光荣。 (聊城市国土资源局东昌府
分局 徐慧)

论基层国土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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