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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只有具备了‘造血’功
能，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落实
好便民措施，提高为村民服务的质
量。”阳谷县博济桥街道张楼小区党
支部书记李文祥这样阐述自己的“施
政”理念。

日前，一场党支部书记“大比武”
在阳谷县第一小学会议室举行。党委

“摆擂”支书“比武”，这是阳谷县博济
桥街道为了全面激发村党支部书记队
伍干事创业积极性，助力乡村振兴，创
新农村党建工作载体的新做法。

“比武”怎么比？围绕党的建

设、经济发展、美丽乡村、社会稳定等
内容，全街道36位村支书各抒己见，展
示各村工作成绩，提出来年工作目标，
评委会进行点评打分。当天参加“大比
武”的10名村支书，是经过层层比拼，
最终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张楼小区党支部书记李文祥打响
了“开门炮”。张楼小区位于县城，
是全县首批城中村改造先行村。李文
祥认为，要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是基本途径。就张楼来说，就是用足
用好城中村改造带来的红利，积极壮
大集体经济。 （下转A2版）

博济桥街道创新党建工作载体———

村党支部书记比武场上竞风流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郭素彦 王永奎

越是到年根，刘召汉的心就绷
得越紧。只身一人在乡镇环保站干
了七八年，是出了名的硬汉，要不
是去年邹城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帮站里招了8名环保网格员，他到
现在还是“光杆司令”。不过就算
是这样，他依旧忙得不可开交。

1月23日，早上7点多，急促的
电话铃声把刘召汉从睡梦中惊醒，
电话那头是中心店镇南宫管区环保
网格员黄亚文打来的，“刘站长，
刚接到群众举报，说咱乡镇一家企
业偷排污水。”

来不及多说，刘召汉用凉水抹
了两把脸，就抓紧往镇政府赶，一路
上电话不断。“前两天不是刚刚巡查
过吗，怎么这么快就出问题了！”接
到网格员电话时，刘召汉心里还犯
嘀咕，这个企业他比较了解，按说应
该没啥问题。刘召汉先来到站里，接
上了昨天晚上值班的黄亚文，两人
一块赶往企业进行调查。

五分钟后，两人来到了企业，
刘召汉立即对企业排污口进行现场
排查，并从执法车上拿出检测设备
采水样。企业负责人王启冰在接到
工人的联系电话后，也匆忙赶到，
“刘站长，你对我们企业还不了解

吗？绝对不会干也不敢干污染环境
的事。”

刘召汉回答道：“有没有污染
咱们说了都不算，等检测结果，如
果我们检测发现情况属实，后果将
会很严重。”

去年，邹城市环保局为中心店
镇环保站新配了比较先进的环保执
法车，一般的采样，可以在车内进
行检测，半个小时就能出结果。在
等结果的过程中，刘召汉还对这家
企业的危废车间进行了突击检查，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很快，水样的检查结果出来
了，各种指标都符合国家环保规
定，企业并未像群众举报的那样，
偷排污水。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刘
召汉觉得这事儿还没完，事后向该
举报群众进行调查结果反馈。刘召
汉后来了解到，原来举报偷排污水
的人曾在该企业车间工作过，今年
十月份因为流程操作不当，导致产
品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让企业蒙
受了不小的损失，后被企业开除，
所以一直怀恨在心。

刘召汉在心里记下了这件事，
中午1 2点半，结束了一上午的巡
查，他赶忙来到镇政府，顾不上吃

饭，就跑到了镇长张广洲的办公
室，详细汇报一下今天遇到的这件
事，“希望镇政府能够派人协调一
下，妥善解决举报人与企业之间的
矛盾，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在邹城市，人人都知道中心店
镇是工业大镇，大大小小的企业上
百家，环保站的活儿向来不轻松。
“现在站里加上我共9个人，负责
整个乡镇的环保督查工作，人手不

够，压力很大，我们一个人负责一
个管区，巡查一圈下来至少需要一
周时间。”

当天下午，刘召汉又看了两个
雨污分流工地和一个农村社区的集
中供暖车间，等完成既定巡查任务
回到环保站，早已经过了下班时
间。刘召汉告诉记者，环保巡查24

小时不间断，尤其是节假日和夜
间，为了防止工地违规施工和企

业、作坊偷排偷放，巡查力度比以
往更大。

在乡镇环保一线干了七八年，
刘召汉也见证了邹城环境保护工作
的变化。“现在邹城市配有100人的
环保网格员专业队伍，另外还建立
了网格化平台协作监管体制，网格
员线下联动，通过手机App就可以
发现并上报各种问题。”他笑着
说，随着全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
环保工作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支
持。

有一件事令刘召汉印象深刻，
在该镇前南宫村有一家使用燃煤锅
炉的浴池，由于是家庭作坊式经
营，如果直接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关
停浴池，容易造成群众与政府之间
的矛盾。后来，刘召汉等人主动上
门服务，向浴池经营者讲解环保法
律法规，终于得到他的理解，浴池
弃煤改电。“只要用心，群众还是
非常支持我们工作的。”

马上就到春节了，刘召汉依然
每天忙得连轴转。他说，来到基层
环保站这些年，从没休过一个完整
的假期。不过当看着邹城的天更蓝
了，水更清了，他觉得付出的都值
了。

硬汉老刘查环保，管天管地管空气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张长青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记者戎
宁 通讯员初宝瑞）“感谢党的好
政策，给我们派来了第一书记，年底
还 给 我 们 这 些 老 头 老 太 太 发 红
包。”1月30日，滨州高新区青田街
道南董村73岁的董梅良高兴地说。
与董梅良一样领到“新春红包”的
还有村里26名70岁以上的老人和15

名6岁以下的儿童，在新春到来之
际，他们一起共享了村集体经济发
展的成果。

去年年初，南董村进行了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立了股份经
济合作社。一年来，合作社通过开

展农机作业服务、惠白菊订单种植
等项目，村集体经营收入达 1 1万
元，并成功争创了省级文明村。根
据合作社成立之初确定的收益分配
办法，合作社全年收益的10％用于
为年满70岁老人发放生活补贴，5％
用于为学龄前儿童发放生活补贴，
5%用于本年度遭受严重灾病家庭救
助金，40%用于社员分红，40%用于集
体经济发展及设施维护等。

滨州市编办派驻南董村第一书
记李文庆介绍，此次分红共13000元，
除了发给老人和孩子，还给一名生病
住院的村民发放了生活救助金。

南董村老人喜领“新春红包”

腊月廿三，金乡县城一角，凌
晨5点，60多岁的侯方春推着三轮
车出门了。

10年了，侯方春早习惯了这个
时间和这座城市的亮度与温度；当
然，老伴荆灿云也早习惯了侯方春
起床后蹑手蹑脚地洗漱和关门的背
影。凌晨5点的金乡县城还在梦里，
侯方春却悄悄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五点半，大街上最多的是“橘
黄色的”同事们，迎面碰见伴着一
声“来了”的问候，侯方春和几十
名同事一起开始打扫这座城的每一
条街巷，扫帚的沙沙声成了环卫工
们的“上班号”。

冬日凌晨，街上冰冷刺骨，上街
的侯方春却不敢穿太多，一直持续
到早上7点的晨扫总能让他身上冒
汗。直到身上冒了热气，这座城市也
就醒了，侯方春的早班下班了。踩着
晨光，走在干净整洁的大街上，上班
的城里人心里舒坦极了。

接下来，在他负责的城区青年
路1000米左右的道路上，侯方春还
要来来回回走上十几趟。巡回保洁，
这是每一个环卫工的主要工作内
容。晨扫最久，得一个半小时；巡回
保洁相对轻松，一趟也要三四十分
钟。侯方春没觉得累和苦，毕竟月月

领工资的日子对这个满手老茧的老
农来说，已经很知足，而且县里还掏
钱给他们买了大额意外伤害保险。

侯方春的三轮车上藏着不少好
东西。有保温水杯，插空休息时能
暖暖身、解解渴；有昨晚老伴备好
的干粮，中午饿了蹲在路边嚼几口
也香得很；还有一个水桶和几块抹
布，路边的垃圾桶可不能比别人管
的脏，为此他“抹布一年能用掉十
几块”。

做了10年环卫工，侯方春见证
了这座城的变化。老城狭窄拥堵的
土街道，变成了如今宽敞明净的柏
油路；马路两侧低矮错乱的小商
铺，变成了整齐漂亮的小楼房；路
上的人也变了，“文明”是侯方春
想到的最贴切的词。

2017年12月，金乡县跻身全国
文明城市提名城市。60多岁的老侯
好像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脸上
洋溢着藏不住的自豪。侯方春高
兴，因为除了挣钱外，他觉得这份
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金乡城这么
漂亮，起码有他1000米的贡献。

“创城”似乎让大家习惯了保
持干净整洁的环境。“乱扔垃圾、
烟头的人少了很多，街边商铺也把
门前屋后收拾得利利索索，不少年

轻人看到路上有垃圾还自觉捡起来
扔到垃圾箱……”侯方春说，
“净”“亮”“美”的标准没变，
只是需要干的活却渐渐少了。

年味渐浓，整座城都披上了节
日的盛装，夜色下华灯闪烁，流光
溢彩。晚上八点半，侯方春收拾好
工具，骑上三轮车开始往家里赶。
路上，他还不断地扫两眼路面，心
里怕漏了什么。

渐渐模糊的“橘黄色”和几道
明亮的反光条，给这夜里的城添了
几分别样的颜色，老侯心里却没察
觉，他琢磨着老伴做的水饺应该盛
好了，“会是什么馅呢？”

十年环卫，千米城色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王伟 辛萌萌

刘召汉(左一)检查企业锅炉改造运行情况。

大雪半溶加一冰，
明年虫害一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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