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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黄岗村村民翟庆才总算
有机会逛逛菜地了。“2019年春
天，村里整平30多亩地，每户分了
1分地，我撒了菜种。”既能吃上
自己种的菜，还能和邻居在地头拉
呱，翟庆才喜欢这样的生活。

黄岗村隶属嘉祥县卧龙山街
道，位于卧龙山脚下，距县城1 . 5

公里，靠山临路近城，位置优越。
全村1013人，土地仅320亩，且大
多已流转。黄岗村不仅地少，种地
的人也少，这和村庄的产业基础有
关系。

在嘉祥，提起黄岗村几乎无人
不知。1979年，时任黄岗村村支书
的翟守才带着村民凑了9000元钱，
建起黄岗村第一个集体企业——— 黄
岗砖窑厂。当年17岁的村民黄海堂
进砖窑厂当了烧砖工。“9000块钱

只盖了一半砖窑厂，另一半是边烧
砖边盖的。”黄海堂烧了10年砖，
然后接翟守才的班，当了砖窑厂厂
长。这10年间，黄岗村先后建起水
泥厂、玻璃纤维厂、恒温库、运输
公司等企业，村里不但盖了两层办
公楼，铺了水泥路，还通了自来
水，村民也从地头走进村办工厂。

“20世纪90年代，黄岗的企业
越做越大，村民福利越来越好。”
黄海堂说。1994年，村民陆续搬上
楼。此后几年，气、暖、有线电视
等也都进村入户。“20多年前，村
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就能领60块
钱补助金。”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黄岗人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经过近20年的
努力，黄岗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
村，1996年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

组织”等国家级荣誉，在嘉祥县一
时无两。

黄岗村有黄、翟、丁、白等7

个姓氏，他们拧成一股绳就能拉着
黄岗前进，分成几条线也能掣肘村
庄发展。当时的辉煌，离不开全体
黄岗人的努力。然而，2005年后，
由于人员变动、姓氏和家族纠纷、
领导班子矛盾等多方面原因，黄岗
村集体企业愈发臃肿，人浮于事，
效率低下；当时的社会经济大环境
也飞速变化，最终企业僵化停滞，
没有跟上时代步伐，集体利润急剧
下降，村民福利越来越少，当年的
全国典型村愈发落寞沉寂。这之后
的10年，是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10

年，是乡村社会翻天巨变的10年，
也是黄岗村由盛而衰的10年。

2017年，烧过砖窑、当过厂长

的黄海堂临危受命，上任黄岗村党
支部书记。黄岗村抓住过历史机
遇，也错过了黄金十年，村庄下一
步往哪走，得有个调子。

“凝聚人心，转型经济，重塑
文化。”黄海堂说。

村民说事议事制度的落地，让
黄岗走散的人心重新聚了起来。“有
啥事拿到台面上说，大家一起商量，
定了一起干。”作为本姓氏的族长代
表，翟根运和白先锋对村民说事议
事制度很赞同。去年春天实行的每
户“一分田”政策，正是他们在黄岗
村民主议事会上提出的，得到大家
一致认可。“种地还是其次，主要为
了大家能和以前一样，在地头多说
说话，来往多了，邻里关系和谐了，
人心才能齐。”黄海堂说。

如今，黄岗村成立了党员服务

先锋队，随时为居民解决日常维修
问题。“遇到水管漏了、马桶堵了
等问题，村民不用再花钱请人，只
要一个电话，值班党员就上门免费
维修。”黄海堂说。现在，全村60

岁以上的老人还可以到食堂免费享
受早中晚餐。此外，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面点培训、广场舞等活
动也开展起来，黄岗人脸上少了暮
气，多了生气、和气。

以清退侵占集体土地项目、
淘汰低效设备、引进现代化生产线
为开端，黄岗村的经济转型正在往
前迈。“村里很多老产业属于旧动
能，现在企业正向着绿色、节能、
高效产业转型发展。”不过，烧过
十年砖的黄海堂知道，凡事都需要
耐心和火候。借势乡村振兴，黄
岗正走在浴火重生的路上。

一个全国典型村的沉寂与重生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薛海波

1月5日，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博兴县分公司，一名小学生在展示刚刚购买的《庚子年》生
肖特种邮票。 (陈彬 摄)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通讯员
崔鹏森）农历庚子年，即生肖纪年
的鼠年即将来临。备受关注的生肖
鼠年邮票，1月5日正式发行了。

中国邮政发行的《庚子年》特种
邮票1套2枚，图案内容分别为“子鼠
开天”“鼠兆丰年”，全套邮票面值为
2 . 40元；小本票1本，售价12元。

该套邮票由著名艺术家韩美林
先生担纲设计，延续第四轮胶雕套
印工艺，由刘博雕刻，北京邮票厂
印制。邮票第一图为“子鼠开
天”，一只可爱的老鼠腾空跳起，
抬头望天，奋力咬破混沌，寓意民

间传说中的“鼠咬天开”，同时老
鼠跳跃的姿态也寓意鼠年生活节节
高；第二图为“鼠兆丰年”，两只
大老鼠带着可爱的小老鼠侧身远
望，身边是寓意丰收的花生，表情
欢喜、得意，寓意2020年五谷丰
登、生活幸福美满，也包含“鼠到
福来”的含义。

据悉，广大集邮爱好者可在
全国指定邮政网点、集邮网厅
（https://jiyou. 11185 .cn）、中国
邮政手机客户端、中国邮政微邮
局集邮微信商城购买，出售期限
为6个月。

萌鼠来了，“鼠票”5日首发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员
胡德民）1月3日，滨城区三河湖镇
对665个“乡村振兴、巾帼筑梦”
美丽庭院创建示范户进行表彰，推
动“美丽庭院”创建工作深入开
展。

自美丽庭院创建活动开展以
来，三河湖镇党委政府把美丽庭院
创建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美丽乡村品质的重要契机，推动
“美丽庭院”创建与实施乡村振兴
等重点工作有机融合、形成合力，
动员广大妇女群众从自身做起、从
家庭做起，在建设美丽乡村中展现
巾帼风采。

三河湖镇美丽庭院建设严格按
照“院落美、居室美、厨厕美、家

风美、村庄美”五项标准开展创
建，形成了“一村一品、一村一
景、一村一韵、一院一色、一家一
风”的美丽庭院创建格局。

走进三河湖镇河西姜村，只
见村内房屋布局方正，主题墙绘
错落有致，绿化工程乔灌结合，
家家户户干净整洁。“河西姜村
去年获批全省首批美丽村居试
点，今年全镇以省级美丽宜居村
庄、庭院创建为契机，以河西
姜、小王渔庄、郭口等省级美丽
宜居村庄为样板，引领美丽乡村
建设向家庭延伸。”三河湖镇党
委书记孙宏博说。

截至目前，三河湖镇共完成
“美丽庭院”创建665户，其中100

户被评为市级美丽庭院示范户，60

户被评为区级美丽庭院示范户，
505户被评为镇级美丽庭院示范户。
在这些美丽庭院示范带领下，形成

“一人带动一家，一家带动一组，一
组带动一村”的良好局面。

三河湖镇665个美丽庭院示范户受表彰

农村大众报宁阳讯 （通讯员
周振龙）元旦以来，宁阳县伏山镇
前石梁村的商明辉一家人显得格外
高兴，因为在全村第四季度“美丽
庭院”评选中，她家首次进入前三
名。反映她家“美丽庭院”的照片
也在该村微信群、公众号内不断展
出，成为左邻右舍争相学习的对
象，受到了一致好评。

“真没想到，自己干了应该干
的，却成了群里的焦点。这几天

不少人向俺问这问那，俺觉着只
要自己勤快了，庭院也就美了。
只要全村人都勤快了，乡村也就
美了。”

据了解，伏山镇前石梁村建立
起涵盖全村所有住户的微信群，由
村妇女主任组织牵头，每户选派一
名代表入群，按生产小组划分创建
小组，每组选派一名示范户作为小
组长，适时对微信群内收发信息、
下载文件、上传图片等基本操作进

行演示培训，确保把微信群真正打
造成“美丽庭院”创建的有利抓手
和良好平台。同时，为切实发挥
好微信群的作用，前石梁村开设
了庭院欣赏、他人经验、曝光平
台等栏目。定期开展“美丽庭
院”评创活动，统一上传庭院图
片，对展示内容具体到户名、组
名和村内位置。开设投票打分功
能。合理设置投票规则和时间，
并将投票结果进行张榜公示，纳

入村民大会议事议程进行表扬，
真正做到“庭院美不美、大伙儿说
了算”。切实用榜样的力量引导广
大家庭见贤思齐，形成“比学赶
帮”的创建高潮。

目前，全村涌现出的40户美丽
庭院各具特色：有侧重家庭卫
生、房屋院落环境整洁的“庭院
美”，有注重营造良好学习氛
围、积极为子女营造良好学习环
境的“居室美”，有赡养老人、
扶助老弱病残、孝敬长辈、夫妻
和睦的“家风美”，有积极参加
社会公益活动的“身心美”，全村
形成了“人人参与、户户争先、全
村齐动”的浓厚氛围。

微信群里“晒”最美庭院

农村大众报淄博讯 （通讯
员闫盛霆 张金文）隆冬时节，
走进颜值颇高的淄博市淄川区双
杨镇月庄村，一幢幢高楼林立，
条条柏油路干净整洁，街边公园
竹林苍翠……驻足在一栋居民楼
前，“美在家庭示范楼宇”的牌
匾吸引了笔者的目光。在村妇女
主任刘静的带领下，笔者随意敲
开了一户人家的门，室内纤尘不
染，院落干净整洁，这颜值确实
配得上“全国文明村”的称号。

每周周五，雷打不动，松龄
路街道各个社区的巾帼志愿者就

“集结出动”，她们分组到孤寡老
人、困难家庭中，帮助整理家居，
清洁庭院；到社区小公园、绿化
带内捡拾白色污染，协助保洁员
清运垃圾……区妇联将每月的最
后一个周五定为“美家活动日”。

“美在家庭”倡导家家和
美、户户清洁，标准是“居室
美 、 庭 院 美 、 厨 厕 美 、 家 风
美”。为推动活动的顺利开展，
淄川区出台实施方案，将“美在
家庭”创建纳入文明村镇、乡村
文明行动考核体系；作为牵头部
门，区妇联制定了百分制考核评
分细则，将“美在家庭”创建、
垃圾分类纳入“百千万巾帼大宣
讲”活动内容，结合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在各镇、街道、开发
区开展巡讲140场。截至目前，
淄川区共评选示范户25842户、
标兵户8471户、示范村85个。

创建“美在家庭”

“巾帼”在行动

图为表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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