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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沂南县苏村镇坚持以
基层党建高质量引领乡村振兴，积
极发挥基层党建的战斗堡垒作用，
努力实现党建与中心工作同频共
振，不断谋求高质量发展，增强群
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
发展。”这既是苏村镇推进工作的经
验，也是苏村镇始终坚持的工作理
念。推动党支部建设发展能力，全面
提高新时代党支部建设质量，着力
发挥党支部及党员干部的作用。

苏村镇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
规范农村干部管理的实施意见》，依
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载
体，通过集中学习《习近平关于“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观看
《榜样4》、国庆大阅兵、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到大

青山烈士陵园接受党性教育等方
式，强化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服
务意识，进一步筑牢党员的思想根
基。

苏村镇坚持做到三个“注
重”，着力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即
注重在农村基层发展年轻高学历、
有致富带动能力的党员，注重在两
新组织发展管理骨干、技术骨干、
生产工作一线劳模党员，注重在机
关、事业单位发展担当干事、密切
联系服务群众党员，今年苏村镇共
发展党员21名，为基层党组织注入
新的生机和活力。

村级党组织办公场所是村级组
织的活动阵地，也是增强基层党组
织向心力的载体。在确保有一支想
干事能干事的党员队伍的同时，还
要打造出能显身手的阵地和平台。

针对苏村镇基层党组织办公场所存
在标准不一的情况，苏村镇对全镇
36个党组织办公场所进行统一摸底
排查，制定整改方案，对需要重新
修建修缮的村级活动场所按计划分
步建设，坚持“实际、实用、实
效”的原则，按照“五室一中心”
分设功能室，配套必要办公设备，
真正使其成为办公议事、组织活
动、教育培训、便民服务的中心，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村级活动场所
等各类重要阵地的功能效应。今年
全镇新建扩建办公场所姚家营村、
李家营村2处，修缮提升杜家庄、
张良村、长虹村3处；新购买办公
桌椅300余套，完善制度牌子1200

个。
人才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苏村镇一直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不

断在招才引智工作上下功夫。今年
苏村镇坚持把建立非公经济组织
“互联网”作为突破项目，积极到
济南、青岛等地引进人才8名，配
合县委组织部在哈尔滨建立沂
南—哈尔滨商会，并在此成立了
双招双引工作站，同时助力康利医
疗器械厂引进“泰山学者”，通过
引进各类优秀人才，努力缓解人才
紧缺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强化
了人才支撑，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
工作水平和发展注入“源动力”。

“ 聚合民心才是最大的政
治”。党组织得到强化的同时，苏
村镇也不断推进主题教育走向“民
间”，充分结合本地实际和工作重点
实现主题教育全覆盖，立足用群众

“获得感”检验主题教育“含金量”，
以群众获得感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苏村镇党委把开展好“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作为首要
政治任务。通过召开党政联席会议
和党委专题会议，成立工作领导小
组和9个督导指导组，负责活动组
织推动、任务部署、学习安排等职
责，下设主题教育办公室，专人专
岗，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有人抓、有人管，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

基层党支部也积极结合“主题
党日”和党员志愿服务的要求，引
导基层党支部和机关党员干部在乡
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秸秆禁
烧、关爱困难党员、服务发展等方
面积极走在前列。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全镇累计开展活动30余次，参
与党员、志愿者1000余人次，服务
人群1500余人次，为民办实事解难
题共300余件。大街小巷到处是党
员们忙碌的身影，他们践行的是新
时代党员的初心，收获的是老百姓
竖起的大拇指。

（吴群烽）

苏村镇：坚持党建引领，凝心聚力谋发展

自9月底开展乡村文明综合整
治行动以来，阳谷县狮子楼街道党
工委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亮
身份、做先锋、践承诺、促文明”
活动，利用“三会一课”搞好宣传
发动、通过主题党日开展集中行
动，在前期“平清种增改”的基础
上进一步进行整治清理，共清理出
集体空地12亩、空闲宅基4688平方
米、坑塘2亩，预计可增加村集体
收入3万元。

干部先行，
发挥头雁作用

要想迅速推动工作，必须抓住
“关键少数”，发挥村级干部“头

雁作用”。街道党工委多次召开村
“两委”干部会议，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为村干部加油打气，消除
他们的“畏难情绪”。会后，90余
名“两委”干部迅速行动，以支部
为单位组织开展“亮身份、做先
锋、践承诺、促文明”活动，党
员干部承诺践诺、纷纷认领责任
区、开展义务劳动，改善居住环
境。秦庄村 6 7 岁的老支书秦广
乐，带领党支部成员连续奋战在
工作一线，带头清理杂草、淤
泥、垃圾，利用短短一周的时
间，完成了整个村庄包括西外环
路相关路段的清理工作，以敬业
的态度和扎实的作风赢得了群众
的一致好评。

比学赶超，
掀起工作热潮

为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街
道党工委成立督导组，每周对23个
村乡村文明综合整治行动进度进行
督导和通报，并组织全体村“两
委”成员到刘华、秦庄、西老董庄
等进度快、效果好的村进行学习交
流，在“比学赶超”的氛围中迅速
掀起工作热潮。石皋窑村在“平清
种增改”集中行动中，曾多次因为
进度滞后、效果不佳被通报批评，
在这次的乡村文明综合整治行动
中，村“两委”干部主动出击，动
用机械11台，人员90余人次，提升
整体、优化细节，在清理垃圾杂

物、平整空闲土地的同时，为村内
主干道路两侧安装绿化围栏1300

米，进一步提升了工作效果。

明晰责任，
防止问题反弹

针对乡村文明综合整治行动中
村内环境卫生“难整治、易反弹”
的问题，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在
前期调研的基础上，与保洁公司相
关负责人进行座谈，进一步细化了
村级组织、村民与保洁公司之间的
责任划分。明确由保洁公司组织人
员对各村清理情况进行验收，验收
合格的村庄由保洁公司接手进行后
期维护，目前23个行政村全部完成
验收。同时，计划建立绩效工资制

度，除基本工资外，每月按照工作
考核情况区分等次，为保洁人员发
放绩效工资。同时对保洁人员进行
“淘汰式”管理，进一步杜绝了消
极怠工现象的发生。

下一步，街道党工委将继续以
打造环境优美、生态文明、经济富
裕、和谐稳定的美丽村庄为目标，
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集体经济
发展、文明村庄创建、移风易俗等
各项工作。合理利用平整出的空闲
土地、坑塘，盘活集体资产，进行
特色种植养殖，发展边角经济，在
改善村容村貌的同时，继续增加集
体收入，增强村级党组织的服务能
力。通过文明家庭评选、美丽庭院
创建等活动，引导群众改变落后的
生活观念，树立健康文明、积极向
上的新风尚，进一步提高群众的幸
福感和满意度，确保“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果。 (刘蕊 胡来振)

狮子楼街道：乡风文明在行动，党员干部做先锋

农村大众报东营讯 （记者唐
峰 通讯员杨胜男）12月7日，记
者在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东六合村
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管房
子新旧，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个水
窖，难道村里经常停水吗？到村民
家中一看，不仅没有停水，自来
水、净化水24小时都有，净化水还
免费喝。

那还要水窖干什么呢？东六合
村党支部书记王云龙解释称：“以
前村里缺水太严重，大家缺怕了。
后来盖了新房，大家不约而同地把
水窖保留了下来，不为别的，就为
图个安稳，留个念想，别忘了之前
吃水难的苦日子。”

自1933年建村以来，东六合村

村民就长期饱受用水短缺困扰。68

岁的原党支部书记邢兆义说，以前
为了吃上水，东六合人想尽了法
子。最初通过土井渗水，大伙排队
一勺一勺地舀上泥汤，回家沉淀后
再饮用。“为了能多舀两瓢水，晚
上就去排队，可是等半天也等不了
一瓢水。”邢兆义的老伴李文花
说。回忆起那些日子，邢兆义直摇
头：“就算再苦也得喝，那可是保
命的水。那时候一瓢水的用途可大
咧，先洗菜，再洗脸，最后再喂牲
口。”

和渗出来的水一比，雨水就成
了村里稀罕的“甜水”。一到雨
天，村民们就拿着桶，去洼坑里、
车辙里舀水，能攒一点是一点。到

了冬天，碰到下雪天一家人挖雪在
锅里化雪，要不就到邻村砸冰，用
地排车拉回家存起来。

直到1987年，河口区利用国家
解决沿海边缘地区农村人畜吃水问
题的有关政策，在东六合村进行
“房顶接水”试验，东六合人迎来
了第一次吃水变革。开始实施的
时候，因为那时候村里土房子
多，屋顶挂瓦的少，需要先给屋
顶挂瓦。为了打消群众怕麻烦、
担心没有效果的顾虑，村里的5名
党员带头，先对房顶进行挂瓦改
造。“我们家当时是第一批进行
改造的，没花一分钱，全是政府
出的。”66岁的村民李秀云说，
“从那以后，雨水就没浪费过。

我家屋顶50平方米左右，雨水稍微
丰沛点的年景，存起来一家人吃八
九个月没问题。”

1998年，邢兆义担任东六合村
党支部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解决吃水难问题，村庄吃水又有
了改变。1999年7月，他们联合附
近的郭局村、奇古村修建了一个50

亩的水库。2000年5月水库开始供
水，专人定时、定量、定村供水，
每三天供水一次，东六合村终于告
别了靠天吃水的历史。2007年，河
口区投资2087万元，在全省率先实
现了自来水“户户通”，城乡供水
同源同质，村里人喝上了“城里
水”，这也是东六合村的第三次饮
水变迁。

2017年，东六合村迎来了第四
次饮水变迁。当年5月，东六合村
安装了一台供全村用的净水设备，
村里还给每个村民每年提供100元
用水补贴。邢兆义感叹说：“当年
喝着又苦又咸的土井水时，怎么也
想不到有今天的生活！”

目前，河口区173个行政村全
部纳入城乡水网，106项水质检测
指标全部达标，农村群众饮水安全
得到充分保障。今年，河口区又积
极争取省级农村饮水安全项目，投
资2286万元，配套建设了压泵站、
蓄水池及水压、水量自动化监控点
等设施，完成了47个村的供水管网
智能化改造工程，农村饮水安全质
量进一步提升。

从喝水难到有水喝，再到喝上干净水、净化水———

东六合村吃水的四次变迁

12月12日，滨州市滨城区秦皇
台乡在段李村举行了“乡村振兴、巾
帼筑梦”美丽庭院示范户颁奖仪式，
全乡首批55户美丽庭院示范户获得
了奖励，以此鼓励她们在美丽庭院
建设中继续发挥模范带动作用。

今年以来，秦皇台乡以创建
“美丽乡村”为载体，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动员全乡广大妇女从
家庭做起，积极参与到村庄环境整
治活动中来。（张志刚 摄）

奖励表彰

美丽庭院示范户
农村大众报高青讯 （通讯员

张超 郑健）资源变资产，土地活
了；资金变股金，村民的腰包鼓
了；农民变股东，有了更好收益，
在外务工的村民不用担心家里，可
以更安心工作了……自今年木李镇
龙湾村实施“三变”改革以来，村
庄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

龙湾村地处黄河滩内，下辖4

个自然村，耕地3100亩。按照黄河滩
区龙湾迁建安置政策，该村不久将
整村搬迁至镇政府驻地。龙湾村紧
抓滩区迁建机遇，通过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探索出一条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新路径。龙湾村对集体资
源、资产等进行清产核资，之后，
根据村民共同协商制定的方案，进
行了确权确股，村民变成股东，并
成立经济股份合作社，对集体资产
实行股份制经营。龙湾村党支部书
记李刚说：“龙湾村成立经济、土地、
劳务、置业、旅游5大合作社，全村土
地实现自愿入社，合作社作为经营
主体负责运营。同时，结合‘三资’
清理，对流转土地划片整理，采取

‘大户竞标、合作社兜底’的方式，种
植多元经济作物。截至目前，村集体
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260%。”

“三变”改革促集体增效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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