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内杂物要堆放整齐，房前
屋后、过道胡同及空地要保持整
洁，不乱搭乱建；空闲宅院要整洁
有序，无残垣断壁，不要堆放垃圾
和杂物。”“自觉遵守村规民约相关
规定；积极参与‘好婆婆’‘好媳妇’

‘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争当文明
户。”“喜事不大摆宴席，丧事不大操
大办，不燃放烟花爆竹，饭菜一碗
端。”……时至深秋，粮已入仓，
麦已播种、萌芽。在乡村农事空闲
期，冠县利用“村村响”加强宣传
引导，强化督导考核，全力实施以
美化人居环境、创建文明村居、推
动移风易俗、“厕所革命”为主的
乡村文明行动综合整治。

近年来，冠县结合各乡镇 (街
道)的特点和差异，结合村庄环境资
源，编制完成《冠县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健全乡镇、村
庄规划体系，聚力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大力开展“平清种增改”自主
治理行动，让美丽乡村铺展新画
卷，越来越多有“面子”更有“里
子”的美丽乡村竞相涌现。

探索“村为主体”自主治理

“俺们村道路通过硬化，变得
平坦开阔了，尤其是自己胡同硬化
后，出行再也不泥泞不堪了，村里
环境卫生也变好了，现在住在村里
感觉和城里一样干净，别提有多高
兴、多舒心了。”10月25日，在冠
县崇文街道王庄子村，43岁的蒋境
奎兴奋地说。

让“硬化、绿化、亮化、美
化”进村入巷，冠县梯次推进开展
“平清种增改”自主治理行动，围
绕村庄空闲地平整，清理各类垃圾
杂物，种植果树苗木等经济作物，
增加群众和集体收入，改变不良习
惯、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提升村容
村貌。对有条件的村庄，鼓励其积极
发展致富产业，加强村庄建设，打造

“生产美、产业强，生态美、环境优，
生活美、家园好”的美丽乡村。

走进清水镇后小庄村村民殷怀
安的院子里，只见成排的樱桃树整
整齐齐，令人赏心悦目。据了解，
过去这里只是一块空闲宅基，而如
今变成果树成行、整齐别致的生态
小院。这些改变得益于后小庄村党
支部以“庭院经济”作为突破口的
“自主治理”：深入发动村民进行
樱桃种植，引导农户发展庭院经
济，让村民足不出户实现增收创
业。“以前空闲宅基堆放的都是杂
物，或者种上几棵杨树，几年下来
也没多少钱，现在庭院里种上樱桃
树，从小苗到如今挂果丰收，今年
有5000元的收入，以后也感觉越来
越有盼头了。”殷怀安说，一直以
来自己只能靠种植和在镇上打零工
维持生活，如今，通过参与发展庭
院经济，不仅拓宽了收入渠道，还
大大改善了居住环境。

无独有偶，万善乡发挥村集体
的作用，结合村庄坑塘多的实际，
进行清理、平整、夯实、打垄、种
藕、蓄水等一连串的程序，盘活利
用闲散坑塘养藕，鼓励各村庄根据
各自情况“宜种则种”“宜养则
养”或“种养结合”，做大做强
“坑塘经济”，当年产生效益，每
亩利润在4000元左右，藕池优先安
排建档立卡贫困户来管理，让他们
在家门口就业，增加收入。目前，
万善乡清理坑塘100余亩，其中发展
坑塘养藕50亩、鱼塘8亩，垃圾坑塘
变身“荷花池”。10月中旬，冠县
万善乡被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命名为
2019年度山东省森林乡镇。

特色农业项目助力产业化

“聊城首个田园综合体项目”
“鲁西唯一一个汇源基地”“冠县首
批农村集中供养中心”“股份树”“长
寿村”……在冠县范寨镇戴里庄村，
这些新词不时从群众嘴里蹦出来。
戴里庄村党支部书记戴思月说，“这
些词都是近两年出现的，但在老百
姓那里却是老话，因为说的多了，

新词自然就成了老话。”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

冠县立足农业资源优势，深化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动农业
“接二连三”，不断提升农业现代
化水平。冠县范寨镇戴里庄是聊城
市首个省级田园综合体建设村，村
集体经济、乡村面貌发生着历史性
变化，是冠县农村发展的一个缩
影。

2018年7月，冠县范寨镇戴里庄
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被山东省农业
综合开发办公室列为2018年田园综
合体建设省级试点项目。该项目为
全省16个试点项目之一，是聊城市
唯一的田园综合体项目。项目以
“文脉龙源、励志小镇、花果田
园、鲁西水乡”为发展理念和总体
定位，遵循“三生三美”“三产融
合”“三位一体”“实事求是”
“四产统一”的原则，围绕将乡村
振兴战略和扶贫攻坚有机结合，努
力打造“可持续性强、投资回报率
高、产业深度融合、新型现代农
业、业态丰富、产业链一体运营”
的新型田园综合体的总体发展目
标，采取“产业+励志+体验+旅
游”的形式，建设一系列景点，开
发一系列产品，吸引返乡青年创
业，吸引各方游客体验，形成“祈
愿、风情、休憩、度假、品鉴”的
乡村旅游示范区。项目第一期投资
5600万元，山东一品齐鲁花卉苗木
产业园运营有限公司投资2 0 5 8万
元，实现年产100万株蝴蝶兰的目
标。“我们决心把田园综合体项目
发展路径探索好、落实好、发展
好，打造冠县田园综合体发展样
板。”范寨镇镇长贾振斌说。

在冠县烟庄街道，投资3亿元
的鲁望集团家庭农场项目已开工建
设，鲁望家庭农场项目和玫瑰种植
项目在309绕城段两侧区域集中实
施。同时，他们还建设了4处千亩
矮化苹果种植基地，产业规模不断
壮大。

围绕产业振兴，冠县以范寨镇
戴里庄田园综合体建设为契机，整
合挖掘温氏畜牧、汇源基地、鲁西
民居、民俗文化、灵芝小镇、纺织
小镇、中华第一梨园及天沐温泉等
各类资源，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大
力发展精深加工、休闲旅游、文化
创意、商贸物流等农业“新六产”
产业，推动三次产业深度融合，打
造现代农业“新六产”。目前，冠
县年销售收入100万元以上的各类涉
农型龙头企业达112家，拥有国家、
省、市级重点龙头企业53家，种粮
大户达115户，家庭农场85家。

打好“组合拳”育好“领头雁”

“ 农 村 要 致 富 ， 关 键 看 支
部。”冠县加强组织振兴这个保
障，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整体
优化提升行动，选优配强基层党组
织，不断提升基层党建水平，提高
村级运转经费保障标准，深入将基
层党组织建成乡村振兴的坚强“战
斗堡垒”。

“经过清理整治，废弃坑塘成
了现在的4个藕池。藕池采用村民
参与入股、合作社统一管理的方
式，有了收益后按村集体股10%、
土地股20%、管理股30%、投资股
40%分红。”柳林镇大杨庄村，80

后村党支部书记杨本凯介绍说。
在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整体优

化提升行动中，冠县打好“组合
拳”育好“领头雁”。出台《关于
从优秀退休干部、退伍士官和下岗
职工党员中选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意
见》，先后选拔67名政治素质高、
群众基础好、致富带富能力强的带
头人到基础薄弱村担任村党组织书
记，形成了能人带富、能人治村的
良好发展格局。实施优秀后备人才
“递进培养计划”，从大中专毕业
生、致富能手、返乡创业青年中选
拔994名村级后备干部，建立后备人
才库，明确专人帮带培养，实行动
态管理，为“乡村振兴”蓄力。

之前，杨本凯在济南做生意，
经过几年的打拼，有了一定的积
蓄，并在省城定居。一直想为给村
庄发展做点贡献的他，放弃在城市
的安逸生活，回到了村里，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他带领村民拓宽发展
思路，创新发展模式，采取“村集
体+合作社+资金股东”的模式流转
土地460亩，发展现代农业种植和乡
村旅游，带动70多户贫困户脱贫，
解决200多人就业问题，不到三年时
间里，使一个空壳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增加到7万元。

与此同时，该县实施村党组织
书记能力素质提升工程，坚持“走
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通过
开展任职培训、集中轮训、技术培
训等方式，持续提升村党组织书记
履职能力。创新村党组织书记管理
机制，实行“定条件、定职责、定
目标、定规矩、定报酬、定奖惩”
的“六定”管理模式，加强对村党
组织书记的正规化管理。严格落实
村干部坐班值班、岗位目标责任制
等制度，督促村党组织书记履职尽
责、为民服务。建立优秀村党组织
书记享受副科级待遇长效机制，公
开推选69名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享受
副科级工资待遇和相应政治待遇，
每年评选一次，优进劣退、动态管
理，树立了“干好有前途、退职有
保障”的鲜明导向。在各类评先树
优活动中优先向村党组织书记倾
斜，2018年星级党员评选中有21名
村党支部书记被评为“五星级”和

“四星级”党员，占所有表彰对象的
33%和22 . 7%；今年推荐23名村党支部
书记、22个农村党支部作为全县“两
优一先”表彰对象，真正让干得好
的村党组织书记有地位、有实惠、
有荣誉，充分调动和极大激发了村
党组织书记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
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
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冠县正
在向着这一目标挺进。 (许永飞)

美丽乡村铺展新画卷

冠县聚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走笔

为建设成为“本地人留恋、外
地人向往”的魅力牡丹城，菏泽市
牡丹区围绕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核心
区目标，抢抓历史机遇，不断推动
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塑造城
市特色，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和乡村
振兴同频共振，推动全区在高质量
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今年上半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 7 4 . 1 1亿
元，可比增长4 . 9%；完成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12 . 03亿元，增长14 . 1%；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16214 . 3元、7847 . 5元，分别增长
8 . 4%和9 . 4%。

“双招双引”取得新突破

在牡丹区东城街道办事处，文
化城曹州府、亿联世贸新康庄服装
城等项目运营良好，东翼国际欧亚
达金贸城等项目即将交付使用，曹
州故里商业街、名门世都大润发综
合卖场等项目快速建设。据介绍，这
些项目全部投入经营后，可容纳商
户过万家，带动就业创业5万余人，
预计年利税超过11亿元。这是牡丹区
着力实施“双招双引”的成效之一。

牡丹区坚持把“双招双引”作
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继续加大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今年新
签约菏泽国际金融商务区、“熊出
没”文化产业园等过亿元项目40余
个，新开工华瑞面粉、众锐工设房
车等项目2 1个，在建光大垃圾发
电、天华创意家居小镇三期等项目
195个。不断加大招才引智力度，深
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浙江大
学菏泽乡村振兴众创平台、山东大
学碳纤维技术研究中心落地建设；
3家企业申报泰山产业领军人才，4

家企业申报西部经济隆起带急需紧
缺人才项目。

城市建设绽放新面貌

“以前夏天大堤上杂草多、蚊
子多、河水臭，现在是绿地多、道
路平、水干净，越来越宜居，咱老
百姓有福了。”日前，在牡丹区环堤
公园南城段遛弯的市民刘震说。碧
波荡漾、绿意盎然的街心公园，成为
众多市民锻炼、散步的好去处。像刘
震一样，越来越多的市民从身边的
点点滴滴，感受到牡丹区之变。

牡丹区紧抓“突破菏泽、鲁西
崛起”等政策机遇，集中精力开展
城市建设攻坚战，加快推进棚户区
改造、城市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
设，先后实施棚改项目83个。用心
做好活水灵城、增绿秀城、融文塑
城、引旅强城四篇文章，着力打造
“本地人留恋、外地人向往”的宜
居宜业宜游的区域中心城市。

七里河湿地公园是牡丹区活水
灵城的项目之一。该项目按照“一
廊、三区、十景”景观布置，在河
道的上游、中游和下游，牡丹芳
华、百鸟栖林、高林幽潭三大景观
呼之欲出。该工程美化提升了沿岸
居民的生活环境，带动全区旅游业
的发展，成为区域产业与休闲度假
相融合的特色旅游产业带。

乡村振兴激发新活力

在牡丹区安兴镇许垓村，随处
可见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文明乡
风氛围浓厚；全村60多户村民从事农
产品电商销售，成为远近闻名的电
商专业村；目前，全村人均收入达到
13000余元，村里汽车就有100多辆。

乡村美了，群众富了，“美丽
乡村”建设正在牡丹区大地上落地
开花，一批产业强、环境美、品牌
响的特色村庄和小镇正逐步形成，
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牡丹区高庄镇朱庄行政村通过
流转本村和周边村庄土地，已发展
培育玫瑰园2000余亩，不仅吸引着
大批游客前来观光，还吸引了玫瑰
深加工企业落地生产。“目前每天在
玫瑰园打工的群众有300人左右，务
工村民每年可增收1万元左右。”该
村党支部书记刘爱民介绍，目前，每
亩玫瑰的效益在1万元以上，集种
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玫瑰产业链
条在朱庄村正逐步形成。

截至目前，牡丹区新型经营主
体达到333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到1474家，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
企业发展到130家。全区美丽乡村
180多个，占比42%，其中省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社区)15个，市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社区)48个。

电商产业激发新动能

日前，在牡丹区大黄集镇玖木

良品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紧
张忙碌。该公司开发生产的多款家
具产品畅销网络，年销售额过千万
元，带动当地100余名村民家门口就
业。目前，大黄集镇培育形成了10

个市级淘宝村和电子商务村，去年
电商交易逾8500万元。

近年来，牡丹区抢抓“互联网
+”机遇，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大力
培育电商企业、电商园区，实现了
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
电商蝶变之路。

2015年，牡丹区的天华集团成
立了一个集创业孵化、众创空间等
功能于一体的电商产业园区。三年
时间，天华电商园入驻电商达426

家，累计交易额近百亿元。借力电
商产业园，2017年，天华集团成立
了天荣家居公司，短短两年，这家
企业车间从4000平方米，发展到50

万平方米，产品70%在网上销售。
以天荣家居为基础，牡丹区规划天
荣家居小镇，总投资达120亿元，建
设生产加工区、物流区、文化旅游
区等九大功能区，真正实现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截至目前，牡丹区电商企业发
展到3600家，活跃网店3 . 6万户，建
成淘宝镇3个、淘宝村26个；腾讯
“为村”上线530个，实现村(居)全
覆盖，2019上半年实现电商交易额
260多亿元，增长30%以上。

(李杰 郜玉华)

新旧动能转换和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牡丹区经济发展澎湃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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