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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东明讯 （记者李
伟 通讯员王恩标） 1月 2 2日上
午，东明县润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与中蒜集团签订协议。今后
三年，中蒜集团将为合作社提供
大蒜种植技术指导，并以保护价
收购所产的合格大蒜。给双方牵
线搭桥的正是省派第一书记刘春
茂。

东明县长兴集乡李焕堂村地处
黄河滩区，交通不便，多年来，村
民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收入较
低。2017年3月，根据组织安排，

来自山东省公安厅的刘春茂担任李
焕堂村第一书记。驻村后，经过走
访和调研，刘春茂认识到，要提高
村民收入，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发
展经济作物。

刘春茂先从教育引导入手，举
办小课堂、培训班、专家讲座等，
给大伙讲解大棚果蔬种植技术。接
着带领党员和群众代表到潍坊等地
参观学习，并通过党员会、群众大
会等宣传新品种、新科技。2017年
9月，村集体流转50亩土地，建设
了15个大棚，试种蔬菜和水果。在

村干部和几位返乡年轻人的带动
下，村里成立了润阳农作物种植专
业合作社。

为了进一步提高大棚种植收
益，2018年4月，村里把多数大棚
改成了葡萄。为了指导村民种植这
些“新玩意”，刘春茂联系到寿光
一家农业公司，双方达成帮扶协
议。从去年夏天，农业公司一直派
出技术员进行技术指导。现在，葡
萄即将开花，预计今年4月底，大
棚葡萄将上市。

按照组织安排，驻村第一书记

的帮扶时间是两年，今年春季，刘
春茂将完成帮扶任务。为了持续引
导村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去年
底，刘春茂开始与中蒜集团对接，
引导村民发展大蒜产业。

据了解，中蒜集团位于“蒜
都”金乡县，主要围绕大蒜的食
品加工、仓储、贸易、大数据等
多个产业打造大蒜产业链。与李
焕堂村签完帮扶协议后，中蒜集
团负责人表示，集团将帮助村里
制定种植计划，进行技术培训。
对村里种植的大蒜，符合质量标

准要求的，全部由中蒜集团收
购，并及时结清款项。另外，还
给村里大蒜设定保底价，若当年
市场价格高于保底价，将按照市
场价格收购。

李焕堂村种地大户刘升堂
说，一斤大蒜的种植成本将近一块
钱，村里曾经也有一些村民想发展
大蒜等产业，但市场价格大起大
落，风险较大，村民们不敢冒险。
“今后有了龙头企业的帮扶，村民
能及时了解市场动态，种蒜不用担
心‘蒜你狠’了。”刘升堂说。

第一书记牵线，合作社与农企“结亲”
驻村帮扶两年，为村民带来大棚葡萄等持续增收的产业

每年春节期间，各地都要开
展文化下乡活动，刚开始的时
候，群众还感到新鲜，然而年复
一年，大多是流于形式，逐渐地
失去了吸引力。如此轰轰烈烈地
送文化下乡，不如让群众成为乡
村文化活动的主角。

因文而兴的徐州市贾汪区马
庄村离笔者不足百里，曾多次前
往参观学习。一个小小的村庄之
所以能把文化做得红红火火、风
生水起，就是因为这里的村民不
是文化看客，而是文化主体、文
化的主角，用群众的语言，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由群众亲身
演绎新时代的文化活动。他们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把传统的民
俗文化赋予新的内涵。习近平总
书记在马庄村调研时指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
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
风貌怎么样，并为马庄村基层文
化建设“点赞”。

如何让群众成为文化的主角
呢？笔者认为：一是要引导乡土
文化能人办公益文化。各村都有
文化能人，不乏吹拉弹唱写的人
才，但是他们无人组织，好似散
兵游勇活跃在乡间的喜庆活动
上。县乡文化部门应该把这批人
组织起来，加以培训引导，让其
投身到乡村文化建设上来。二是
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民风。
现在农村红白事大操大办之风愈
演愈烈，乡村唢呐班子就像明星
走穴一样忙得不可开交。简单地
明令禁止可能会适得其反，不妨
因势利导，化落后为进步。把传
统的民俗文化加以改造，赋予新
鲜血液，将其发扬光大，让群众
在先进文化的熏陶中得到情操的
升华，遏制婚丧事大操大办之
风，让乡村充满文明、和谐、向上
的新风尚。三是让群众演群众，让
群众成“明星”。乡镇文化站要用
好村庄小广场，搭建“乡村大舞
台”，就地取材，说身边事、写身边
人、演身边戏，自编自导自演，创
作出更多的反映农村农民生活的
文艺节目，鼓励婆媳同场表演、
父子一起登台、邻里同唱一首
歌，让农民成为主角，成为“明
星”。四是县乡政府要有扶持奖励
政策。有的县乡政府以前曾出台
一些文化建设奖励政策，但是借
口资金紧张，形同虚设。县乡政府
要像抓经济建设那样去抓文化建
设，让乡村文化能人有面子、有里
子，让千千万万个马庄村在广袤
的田野上井喷而出。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郑学富

农家书屋添新书
1月23日，滨州市滨城区彭李

街道综合文化站站长王丽霞（左
一）来到北海社区，给农家书屋
送来了新书。

春节来临之际，彭李街道为
辖区农家书屋增添新书2 0 0 0余

册，并组织志愿者搞好图书分类
和标签张贴，加强对农家书屋管
理指导工作，为社区居民和假期
学生在家门口快乐阅读营造良好
环境，让大家过一个书香浓浓的
新春佳节。 (夏玉忠 摄)

1月28日，腊月廿三是农历
小年，由济宁市书法家协会和济
宁市作家协会联合组织的“新春
走基层文化进消防”活动，在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济宁市作协主
席张建鲁带领下，走进济宁高新

区消防应急救援大队，书画家们
现场创作，为广大消防员送上新
春祝福，受到消防员们的热烈欢
迎。活动中，还举行了简短的捐
书仪式。

（周中祥 宋恩学 摄）

浓浓墨香进消防

农村大众报阳信讯 （通讯员
翟成新 史建新）1月27日，农事
共享超市——— 丰阳大超市亮相阳信
县金阳街道。开业当天，超市门前
人山人海、车流如潮，好不热闹。

所谓农事共享超市是以共享经
济为理论支撑，互联网为技术支
撑，以会员定制服务为核心，联合
企业、消费者、协会等多元力量，

培育的线上实体融合发展新业态。
阳信“农事共享超市”项目由阳信
丰阳生态农业公司投资建设，项目
占地1000多亩，总投资1000万元，
是集农事体验、共享采摘、观光旅
游、循环结合为一体的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

笔者挤进超市发现，超市里三
万多种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

乱，整个展厅近万平方米。在紧连
着的花卉大厅，好像春天提前来
临，各类鲜花竞相怒放。花卉大厅
南面是800亩的生态园，水塘里养
殖着草鱼、观赏鱼，成群结队的大
白鹅扑楞着翅膀迎接观光的客人，
温顺的小山羊只顾默默吃草……阳
信丰阳生态农业公司总经理王知同
告诉笔者，这种“农事共享超市”

全国并不多见，受到消费者热烈追
捧。

笔者采访了解得知，“农事共
享超市”项目主要分为三个区域：
超市+农副产品生产区、超市+观
赏旅游体验区、超市+农副产品销
售区。超市设有花卉园、动物园、
采摘园等。一方面，客户在成为超
市会员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参观游
玩；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客户需
求，实现订单式体验。项目产品销
售分为线上、线下两部分，线上以
金阳电商产业园孵化基地为依托，
线下以实体店超市为依托，两条途
径拓宽了产品销路。

“农事共享超市”亮相阳信
系集农事体验、共享采摘、产品销售于一体的新业态

◎读者之声

要让群众成为

文化活动的主角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员
贾海宁）腊月十九，年味渐浓，沾
化区泊头镇季姜村委大院里熙熙攘
攘，来自市区书法家协会的志愿者
不顾天气寒冷，挥毫泼墨，一副副迎
春对联铺满了一地，村民们围在周
围，“抢”着自己中意的对子。

“‘感谢党的好政策 村民不
忘刘书记’这副对子是俺自己想
的，专门请今天写得最好的老师给
你写的。”村民季合岭拉着市派驻
季姜村党支部书记刘清泉的手，激
动地说，“感谢你实心实意为季姜
村办的这些好事。”

2018年2月24日，按照市委组
织部统一安排，滨州市发改委重大
办区域协调科科长刘清泉到沾化区
泊头镇季姜村任职党支部书记，季

姜村是软弱涣散的落后村，面对10

多年积攒下的遗留问题，刘清泉扑
下身子，抓班子带队伍，访民情解
民意，实心实意为村民办实事。
“今天是我任职的第344天，村民
支持我、信任我，作为市派党支部
书记唯有牢记使命，全心全意工
作，让季姜村旧貌换新颜。”

“季姜村有1300多口人，家族
关系错综复杂，村里问题多多。”
今年74岁的何思民说，“我在村里
干了39年的村支书和主任，2006年
因身体原因主动辞去职务，那时候
俺们村还是地级文明村。之后村里
乱了，别的村是三年一届，季姜村村
班子是一年三届，村支书任职没有
超过5个月的，是个没人接手的烂摊
子，上级派来了刘书记，一心想着

老百姓，俺们村好日子到了。”
村民季书和说：“刘书记酷暑

三伏天盯在工地一线，三九严寒天
坚守建设现场，他是俺们村里最忙
的人，真不容易。”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刘清泉
带领村“两委”班子脚踏实地干工
作，赢得了广大村民的支持和信
任。村“两委”号召力、战斗力又
重新聚集起来。经过近一年的努
力，党员群众的心变齐了，劲铆足
了，修路迁占、清河行动等各项重
点工作快速推进，各项工作在全镇
36个村名列前茅。

刘清泉到村任职的一年时间
里，与新一届村“两委”研究提出
了“1245”工作目标，与区派第一
书记积极争取上级项目资金和政

策，累计投入230余万元，重点实
施了“五大民生工程”建设。混凝
土路户户通，彻底改善了村民出行
难的问题；高标准广场建成，满足
了村民精神文明需求；实施了自来
水改造，彻底解决了群众吃水难
题；统一安装路灯48盏，实现了村
庄全亮化；新上200瓦变压器3台、
300瓦变压器1台，全面完成了电
改。“五大民生工程”落地，季姜
村村民发自内心地感激这位任职不
到一年的村党支部书记。

“多年软弱涣散的落后村蜕变
成全镇、全区工作示范村，关键是
选好村党支部书记这个‘当家
人’，初心不忘，心中有民，赢得
了民心，换来了信任和支持。”泊
头镇党委书记姜竹凯说。

上任344天，落地五大民生工程
村民送上一副特殊对联，感谢市派村支书为民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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