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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鱼台讯 （记者张
超 通讯员乔志宇 赵龙）7月底
下的那场雨又大又急，鱼台县张黄
镇武台村村里村外沟满壕平，田地
里的稻苗只能看到一点尖儿。那天
一早，村支部书记樊维珍与镇党委
委员、组织委员朱首领正商量如何
排涝时，村民魏镇宽和其他几位群
众进来反映家里进了水。

樊维珍和朱首领一边协调水利
部门排水，一边跑到魏镇宽家“抗
洪救灾”。没过几个小时，地里的
水位降低了，村民家里的水抽干净
了。

村民的难题为何解决得如此迅

速？这得益于今年三月份该镇开始
实行的“集中办公轮流坐班三见
面”服务活动。据张黄镇党委书记
张永春介绍，见面的三方是指镇干
部、村干部和村民，三方例会商议
村事、解决困难、化解矛盾；抓好
工作落实和为民代办事，及时向群
众反馈。

后杜村位于张黄镇最南端，距
镇政府20余公里，平时村民有点啥
事先要找村干部解决，找不到或是
解决不了就得去镇里跑一趟。要是
一天办不完，第二天还得继续跑。

“三见面”制度实施后，村民
办事方便多了。因为镇村干部的坐

班时间有了详细规定：每周一、周
四镇村干部在村“两委”办公室集
中办公，每周的二、三、五村干部
轮流值班。“我们村‘两委’8名干部
星期一、星期四全体上班，其余工作
日每天2名村干部轮流值班。这样，
基本做到了村民反映的小问题不出
村解决、大问题不出镇解决。”

为了避免镇村干部集中办公轮
流坐班走过场，张黄镇还制定了点
名考勤、首问负责、群众监督等制
度，并印制了群众来访、为民代
办、会议议事、签到簿、为民代办
资料收据等配套文本，镇村干部要
详细记录各项工作落实情况。

在后杜村委办公室，记者就看
到了这样一本“为民代办”记录
簿，上面详细地记录着村民要办的
大小事情。“我们除不能帮着办理
结婚证、离婚证外，其他如养老卡、
户籍证明和低保等都可以代办。”杜
宝贵说，现在后杜村每月都会接到20

多起村民求助代办的事。
自活动开展以来，张黄镇镇村

干部已接访群众1000余人次，解决
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300余起，
为民代办实事近400件。张永春认
为，“三见面”较好地解决了干群
之间存在的“团团转、不见面、事
难办”问题，是“三严三实”的基

层工作实践。
今年5月份，鱼台县特地在张

黄镇召开了全县农村基层干部“三
见面”服务工作现场会，全面推广
学习该镇经验做法。

临沭县店头镇陈巡会村在抗日
战争期间，曾为中共中央山东分
局、八路军1 1 5师师部等党政军机
关驻地，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
老一辈革命家等都曾在村里生活和
战斗过。为了让更多后人了解和记
住这段红色村史，69岁的陈传才用
10年的时间，修成了陈巡会村的红
色村史。

从修族谱到修红色村史

陈巡会村有7 2 0多户，2 6 0 0多

口人，2005年，陈氏家族准备重修
族谱，时任临沭县史志办主任的陈
传才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便承担
起了这个任务。

凭借自己在县史志办10多年的
工作经验，陈传才认识到陈巡会村
在抗战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我觉
得有必要让后人了解陈巡会村的这
段光荣历史。”他说。

对于村里的这段红色历史，陈
传才如数家珍：

1 9 3 9年1 2月，八路军1 1 5师东

进支队约300多人悄悄来到陈巡会
村，开辟鲁东南抗日根据地。

1940年1月初，八路军苏鲁豫支
队第四大队1000多人，由梁兴初带
领，边战斗边向鲁东南进军，到达
陈巡会村。

1941年初，鲁南区党政军领导
机关先后移驻陈巡会村。

1 9 4 1年6月，中共中央山东分
局、八路军1 1 5师师部移驻陈巡会
村。至此，陈巡会村成为山东红色
政权所在地，山东党政军三位一体
的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区。陈巡会村
也留下了刘少奇、陈毅、罗荣桓、
谷牧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

……
到今年年初，耗时十年，20万

字的《陈巡会村村史》定稿。

自费全国搜集素材

当年在村里参军的年轻人，是
村里这段红色历史的见证人。这些
人很多成为南下干部，现在大都分

布在全国各地，为了向他们了解情
况，10年来，陈传才北上吉林，南
到广西，去过 7 个省、 3 0 多个城
市，采访了近百位村里走出去的老
人和他们的后人。

“这些人年龄都很大，见了老
家的人，有的都激动得哭了。”陈
传才说。在编修村史的过程中，陈
传才所需开支都是自掏腰包。最近
10年，他为修村史花的钱已经超过

6万元。
今年春天，在临沭县多个部门

的支持下，借助陈传才10多年搜集
整理的历史资料，陈巡会村红色文
化纪念园开始建设。

“有了纪念园，人们通过实
物、照片等，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
陈巡会村的红色历史和民俗文化，
这 对 消 失 的 古 村 也 算 是 一 种 交
代。”陈传才说。

原本定位于解决农民“小额”、
“分散”资金需求的合作社信用互助
业务，正面临着某些合作社“大额”、

“集中”的资金需求。
这种困难，造就了机会。在潍

坊，一些羽翼渐丰的试点合作社，
与托管银行“互生好感”。信用互
助托管正成为一条“引河”，通过
信用的发现，经正式金融渠道，将
银行丰沛的资金流引入干渴的合作
社。

合作社急用钱、用大钱

8月底，奶牛养殖业就要青贮
玉米了。这对临朐县佳福奶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部的24名成员
来说，意味着又要急用钱了。“我
目前存栏520头牛，一头牛8吨料，
一吨料 5 0 0 元，一头牛就要 4 0 0 0

元。总的算下来，就要 2 0 0 多万
元，多数要从银行贷款。”信用互
助部养殖户冯新亮说。

“合作社内部，养的少的一百
多头，多的将近1000头，资金缺口
很大。”佳福合作社理事长秦贞福
说。而且，搞青贮的这笔钱，家家
户户都要筹，错过了这个时间段，意
味着一整年的养殖都没法干了。

这笔钱，单纯靠合作社的信用
互助是不够的。

在托管中寻找机会

农民对银行的信任，减少了信
用互助业务的推广难度。“老百姓信
任国有银行，托管行农行工作人员
开会、发传单宣传，社员的顾虑逐渐
打消了。”青州市家家富果蔬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李庆凯说。如今，家家富

合作社共有1219名农户参与互助。
在托管中，银行发现了一批优

质客户。“农户集中用钱也就1个
月，只要真正用来种大棚，基本上
没有风险。”李庆凯说。在家家富
合作社，大部分社员的果蔬，由合
作社统一收购。一旦发生风险，提
供担保的合作社，可以较为便捷地
代偿。农户所抵押的大棚，也可以
在合作社内部迅速变现，进一步降
低风险。

农行临朐县支行行长宫延庆表
示：在对佳福合作社的信用互助业
务进行托管后，他们发现合作社对
农户有效的组织管理，能够降低银
行的风险。目前，一些设想正在落实
为行动。例如，银行要求合作社与农
户签订奶牛预购合同。一旦发生风
险，合作社保证收购奶牛，优先偿还

银行贷款。

合作充满想象空间

优质农民专业合作社正越来越
受青睐。在农行提供的相关材料中，
多次出现了“努力争取托管银行资
格”等字眼。眼前的好处是显而易
见的。滕州农商银行龙阳支行会计
主管陈令勇表示，通过托管，银行
可以通过吸收一大批农村能人，拉
动存款储蓄。家家富合作社的1219

名互助社员中，大部分都是新开卡
的新增客户。

由于信用互助，合作社和托管
银行走在了一起。“土地流转正在
加快，一些大户正在出现，需要大
量资金。作为托管行，除了替政府
监管，我们可以在合作中加大对农
户的信贷支持。”农行青州市支行

行长李少波说。
合作社产前—产中—产后的闭

环，与信贷资金发放—管理—回收
的闭环，正在逼近重合。佳福合作
社的养殖户将奶卖给伊利公司后，
每个月的20号结算上月奶款。利用
这个时间差，临朐农行实施奶款抵
押，为信贷支持提供支撑。“光这
2 4个人，一个月的奶款就要8 0 0多
万元。”秦贞福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花宇
通讯员 朱沙 吕宝良

处暑若还天不雨，
纵然结子难保米。

处暑三日稻(晚稻)有孕，
寒露到来稻入囤。

张黄镇：群众不出村，“三见面”解难题
镇干部、村干部和群众三方例会议事，解决困难化解矛盾

陈传才，耗时十年修成红色村史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伟

定位于解决小额、分散资金需求的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面对大额、集中的资金需求时

信用互助做媒，托管银行大额资金救急

▲陈巡会村的革命斗争史纪念馆正在建设，10年来，陈传才为此搜
集了大量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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