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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县黄岗镇加强生态环境治理
今年以来，单县黄岗镇落实网

格化环境监管责任体系，强化环保
治理“回头看”，加大对企业环保
监察力度，严防一切违规企业、养
殖场“死灰复燃”，开展环境突出
问题大排查、大整治；落实“河长
制”工作，治理河道42公里，清理
河道违法栽植树木8000余株；实行
全地域、全天候监控，确保不出现
一处火点，不发生一起火情；全力
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近两个月，
共出动人力2万余人次，大型机械
1400余台次，打草机300余台次，
清运垃圾0 . 4万吨，累计投资370万
元，全镇39个行政村全部通过县督
导组验收。 (马开成)

马站镇“四轮驱动”持续发力
沂水县马站镇积极打造学习型

政府，通过坚持学习常态化、建立
学习制度化、探索学习多样化、实
现学习实用化“四轮驱动”，不断
完善机制，创新载体，真正达到提
升素质、推进工作、转变作风、外
树形象的效果。 (孔祥慧)

杨庄镇筑牢肉品质量安全防线
沂水县杨庄镇为保障广大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严厉打击生产销售
不合格肉类的违法行为。杨庄畜牧
兽医工作站主动出击，大力开展肉
品经营点及经营户巡查工作，保障
肉品质量安全，让群众吃得放心。

(张婷苇)

黄山铺镇全力保障住房安全

为切实加强房屋安全管理，提
高群众安居幸福指数，沂水县黄山
铺镇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各类房屋及
附属设施安全检查，重点对批发市
场、商店、“九小”场所、宾馆、
饭店、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区域
进行了全方位的安全隐患大排查。

(李兰臻 刘瑞娟)

崔家峪时刻绷紧食品安全弦
沂水县崔家峪镇人大、政协时

刻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近日组织
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餐饮单
位、超市摊点等涉食重点环节进行
了督查和评议。到目前，全镇共发
现各类隐患 2处，已责令限期整
改。 (袁俊凤)

杨庄镇扎实推进雪亮工程建设

沂水县杨庄镇充分运用信息科
技手段，重点打造了镇、村、企
业、镇直部门四类平台，构建起立
体化农村治安监控网络。扎实推进
雪亮工程建设，不断提升综治和平
安建设信息化水平，着力提升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 (钱园园)

“四个建设”助力全面从严治党
沂水富官庄镇通过抓教育，促

廉政建设；抓整改，促机制建设；
抓班子，促队伍建设；抓惩处，促
反腐建设等从严治党。

(李振秀 张鹏祥)

杨庄镇加大
畜禽养殖污染提升改造力度
沂水县杨庄镇畜牧兽医工作站

高度重视、积极谋划、认真部署，

加大畜禽养殖污染提升改造力度。
一是由站长负责把关，以保证提升
改造质量；二是分工明确，以保证
人员积极性全部调动；三是现场指
导，确保沼气池、沉淀池、储粪场
的建设规模及质量；四是划分时间
节点，以确保改造提升的效率。

(刘洁)

马站镇加强殡葬服务队伍建设
沂水县马站镇加强殡葬服务队

伍建设，成立了以村党支部书记任
队长、村“两委”干部为成员的殡
葬服务队，凡村里有白事，服务队
全程提供服务。还建立了殡葬服务
微信群，确保及时指导、跟踪和宣
传，为老百姓提供贴心服务。

(唐丽媛)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员
魏超 吕思敏)8月14日，在滨城区
杨柳雪镇周集村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办公室，村民们带着户口本、身
份证陆续前来进行村集体资产成员
资格认定。

据了解，杨柳雪镇在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
下，每名班子成员带领5-6名工作
人员分成21督导小组个分片包村下
沉各村一线，107个村已经正式启

动，确保9月底前完成资产清查核
实和数据上报等所有工作。

该镇工作中严把宣传发动、资
产查验、资源实测等“六个关口”
决不放松。认真做好政策宣讲，充
分发动群众，让群众成为改革的主
体、监督的主体。杜绝工作中虚以
应付、敷衍了事，切实统筹考虑历
史原因和现实情况，合理合法有序
推进，确保清查核实结果真实准
确。

杨柳雪镇稳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近日，记者走进邹城市唐村
镇，一股乡村文明新风迎面扑来。
村里的“能人贤士”们活跃在全镇
29个行政村，正成为唐村镇新时期
乡村振兴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解决了乡镇政府
无从下手的活儿

唐村镇党委书记高胜介绍，前
几年经过调研发现，农村地区存在
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这其中有很
多问题是乡镇党委政府想管但无从
下手的，基层工作需要一批特殊的
人，来帮助党和政府分担。

2 0 1 6 年初，在全镇 2 9 个村
（居）党员、群众的共同提名和推
举下，首批45名乡村能人“走马上
任”。

8月13日，在唐村镇孔家河村
村委办公室里一场恳谈会正在举
行。孔家河村“能人”田庆学告诉
记者，这场恳谈会是村“两委”干
部与“能人贤士”的月度恳谈会，
每一月举行一次，重点是交流村里
的大小事。

为了充分发挥乡村能人的示范
作用，塘村镇里制定了恳谈制度。
“能人贤士与群众日常谈，村干部
与能人贤士月恳谈，管区与能人贤

士双月谈，镇党委与能人贤士季度
谈。”高胜介绍，恳谈会是一种制
度，目的还是让党和政府管好村里
的大小事，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
式。

孔家河村驻村书记张波告诉记
者，实行恳谈制度后，村民的话匣子
打开了，很多问题通过“能人贤士”
反映到了镇里，并得到了解决。

贤士善解邻里之间矛盾

退休职工齐如松是西颜村的
“贤士”，虽然以前也是热心人，
但有时碍于别人的家事和身份，很
多事情不方便管。自从当选“贤
士”后，村里不管大事小事，不等
村干部到场，他就第一时间来到现
场帮忙处理。

去年麦收期间，西颜村一家村
民误收了邻家一垄麦子，相邻的这
家村民就拔下了收割机的钥匙，两
家人看架势就要打起来。齐如松得
知此事，马上赶过去劝说：“‘五
黄陆月天，焦麦炸豆时’，你们现
在闹事会误了抢收，多少损失我先
赔上。”随即让家人送过来200斤
麦子。齐如松此举一下子浇灭了两
家人的怒火。

等两家情绪平息后，齐如松又

耐心地讲起“六尺巷”的故事。两
家消除了误会，最后被误收小麦的
村民也不要赔偿了，邻里关系和好
如初。

谈起自己工作的“诀窍”，齐
如松颇有心得：“老百姓的事儿还
得用老百姓的法儿办。”

能人谋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走进唐村镇西田泥塑艺术体验
馆，一排排惟妙惟肖、形态各异、
憨态可掬的泥塑，立刻吸引了记者
的注意。正在现场制作泥咕咕的惠
计怀告诉记者，这些传统手法制作
的泥塑手工艺品，在当地被称为
“泥咕咕”。“泥咕咕”的重生也
和“能人贤士”有关。正是在乡村
能人惠计怀等人的主导和参与下，
西田村对传统技艺“泥咕咕”进行
了传承创新并推向市场，目前正做
大做强泥塑文化创意产业，为当地
村民趟出了一条致富新路。

“今年，我们将各村党员、能
人贤士和群众召集到一起群策群
议 ,挖掘村级历史文化、传统技
艺、闲置土地等资源 ,启动实施了
乡村振兴三年计划。”高胜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张长青 孙兆兴

乡村能人“走马上任” 换种方式管好村里事

唐村镇：老百姓的事儿用老百姓的法儿办

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化快速
推进和城市文明的扩张，农村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秩序日趋
淡薄，过去的社会纽带越来越松
弛，乡村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基层
治理也面临着各种矛盾与难题。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乡情乡
愁为纽带，吸引支持企业家、党
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
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
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
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
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
服务乡村振兴事业。”

但要想真正发挥能人贤士的
力量，需要在制度上下功夫。笔者
在邹城市唐村镇采访时看到，当
地不仅推举了一批能人贤士，还
建立了恳谈制度。村里的热心人、
明白人被赋予了身份、荣誉与责
任，他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

来，活跃于村里的大小事务中。
唐村镇推选出的人有熟悉村

里的大事小情、善用化解邻里矛
盾的贤士，还有农民技术员、种养
大户、科技致富带头人的乡村能
人。只要能给乡村带来正面积极
有益的影响，都可称之为“能人贤
士”，他们的一点一滴都是在助力
乡村振兴发展。

用唐村镇党委书记高胜的话
说，培育乡村能人贤士，不是说乡
镇党委政府对村里的事儿不管不
问了，恰恰相反，利用能人在村里
的威望、影响力、公信力等，镇党
委政府对村里的工作抓得更紧，
管得更实，而且方法更得当了。

“熟人社会”的思想依然深深
烙印在村民的骨子里，只要出自
乡村，无论现在身在何处，都会下
意识地认同这种为人处世的理
念。所以，实现乡村振兴，农村不
妨多一些“能人贤士”。

◎记者手记：

让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多一些“能人贤士”

8月21日，曹县公安局青岗
集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中学对校
车进行安全检查。

此次检查，重点对校车车

况、消防、防护设施的安全性能
进行全面检查，同时对校车司机
进行安全措施培训，确保新学期
学生安全乘车，以迎接新学期的

到来。
图为民警在辖区学校对校车

进行安全检查。
（董西德 摄）

校车安全检查迎开学

农村大众报沂源讯 （记者唐
峰 通讯员尚现军 崔小芸）8月18

日 ,沂源县农业局农技专家东明学
趁中午休息的间隙，向悦庄镇西鲍
庄村的数十名果农“传经送宝”。

作为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东
明学在积极为沂源红品种推广的同
时，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农技培训
上。与东明学的科班出身不同，在
沂源颇有名气的王存刚则是地地道
道的“土专家”，经过多年摸索，
他发明的“苹果园无冬剪管理技
术”不仅获得了国家专利，而且成
为沂源老果园改造的技术标准，全
县已经有2万多亩的老果园在他的

改造下重获新生。
随着全县林果业转型发展的不

断推进，沂源县又尝试探索为果农
提供“私人订制”式精准化服务。
东明学、王存刚这样的专家根据果
农需求，为果农们送上定制好的技
术良方，解决了他们的难题。

“以前，我们组织农技专家下
乡，主要以技术培训为主。”沂源县
科协主任孟凡东说，现在全县实行
专家包村机制，像东明学、王存刚这
样的农技人才，都纳入全县科技服
务总体规划中，并通过“科技特派”、

“分餐制”培训等多种途径用活这些
“田秀才”。

订单化科技服务 专家送技术上门

沂源果农有了科技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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