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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一算，我与《农村大
众》相识相知已经40年，往事历
历在目。

1979年，我在上小学。一次
偶然的机会，我在当村会计的四
叔家里看到一张《农村大众》，
一眼就被上面的一篇篇短小精
悍、通俗易懂的文章所吸引。之
后，就隔三岔五地去四叔家找报
纸看。那时侯《农村大众》一周
出三期。过了没两年，四叔不当
村会计了，我看报就不如原来便
利了。

我太喜欢阅读《农村大众》
了，可惜新任会计家离我家太
远。因为一岁得了婴儿瘫，我走
路不方便。当时非常想自己订份
报纸阅读，可我怎么也不好意思
开口向父母要钱。1982年，为了
给我治腿，家里还欠着债。怎么
办，家里的花生米还没打油，我
就瞒着父母拿了不到十斤花生
米，让邻居的伙伴到集市上卖了6

元钱，抽出一半的钱订了全年的
《农村大众》。

如今想起这件事，心里还很

惭愧。但是，我从《农村大众》
上收获的，远远超出了那几斤花
生米的价值，读《农村大众》改
变了我的人生。

1983年，我因病初中没毕业
就辍学了。不能干农活，呆在家
中度日如年，心中的痛苦无人倾
诉，是《农村大众》陪伴了我。

记得1983年的一期报纸上刊
登了一位残疾人自学写稿的新
闻，读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正是
这篇文章启发了我写稿的愿望。
写作对一个只上到初一就辍学的
残疾人来说，可谓痴人说梦，但
我还是暗暗下定了决心。只凭着
一股子热情远远不够，我连续写
了半年多，写了近百篇都石沉大
海。就在我迷茫不知所措时，
《农村大众》发表了我的第一篇

稿《千里之外羸得信誉》，手捧
着报纸，我高兴地一夜没睡，看
了一遍又一遍，那篇稿件我至今
还保存着。有了第一次的发表，
我写稿的劲头更大了，那一年，
我在《农村大众》发表了两篇稿
件。

我深知要想写好稿，就要多
学习、多取经，提高自己的写作
水平。那个年代，写稿需要用稿
纸。我这里没稿纸，《农村大
众》的编辑老师给我寄来了稿纸
和新闻写作书籍，老师的帮助激
发了我写稿的干劲，当年我被县
里评为模范通讯员。《农村大
众》还以“写稿迷”为题报道了
我的事迹。

从那以后，我写稿一发不可
收，在《农村大众》发稿也多了

起来，连续3年被评为模范通讯
员。为了提高写作水平，我报名
参加了《农村大众》在济南举办
的文学写作培训班、在费县举办
的通讯员培训班，编辑记者老师深
入浅出的讲解让我受益匪浅，从中
学到不少写作技巧。他们一个个平
易近人，就像邻家的哥哥姐姐，至

今我都能忆起他们的模样。
40年来，在《农村大众》编

辑老师的帮助指导下，我在国
家、省、市、县各级媒体上发表
作品2000多篇，被十多家新闻单
位评为优秀通讯员，被省文化厅
评为农村文化人才，被市里评为自
强模范，还破格转为乡镇正式人
员。随着时代发展，《农村大众》这
张报纸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了自己的客户端，我第一时间下
载安装，每天都在看。

《农村大众》是引领我人生
的航标，余生我将继续与她为
伴。

人生低谷时，编辑老师寄来书籍
临沂 高发修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员
李荣新 刘雷 张修祯）5月26日
清晨6点多，滨城区彭李街道吉泰
阳光花园小区担任楼长的73岁老党
员刘克如早早地下楼，称了1斤油
条，送到83岁居民刘其兰老人手
中。“生活上多亏俺兄弟帮忙照
顾，感谢小区的党支部。”刘其兰
老人行走不便，孩子都不在身边，
家里缺个菜、少个米啥的，零零星
星应急的生活琐事，她都会给刘克
如打电话寻求帮助。

刘其兰老人口中的小区党支
部，是彭李街道成立的吉泰阳光花
园小区党支部。

作为大型商住小区，彭李街道
按照滨城区建设“红色家园”提升
城市社区基层治理的工作要求，经
过党员推荐和选举，在划分的网格
小区建起党支部。支部下设26个党
小组，选出36名楼长，每天解决群
众反映的各类问题。

吉泰阳光花园小区党支部是滨
城区最早成立的网格党支部之一，
自2019年5月实施“红色家园”建设
工程以来，滨城区已在全区建成网
格（小区）党支部208个，计划6月底
前实现网格（小区）党支部全覆盖。

“依托‘全科大网格’的网格
划分和设置，在组织设置、阵地建

设、运行机制、保障体系等4个方
面进行网格（小区）党支部建设，
充分发挥党组织和网格（小区）居
住地党员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破
解城市基层治理的堵点、难点和痛
点，实现‘群众吹哨、党员报到，
党员吹哨、支部报到，网格（小
区）有人管事、有地议事、有事能
办、把事办好的目的，让小事一格
解决，大事全网联动。”滨城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王丽说。

为发挥党员在小区治理和服务
上的先锋作用，滨城区在成立党支
部的网格（小区）开展党员“亮牌
践诺”活动，每名党员都要发挥自

己的一技之长进行亮牌践诺。对党
支部不能解决的居民诉求和事项，
网格员将其上传至社区或街道，再
组织职能站所、社区、网格、小区党
支部、物业负责人，“双报到”单位联
络员及居民代表召开党建联席会、
居民恳谈会，共同研究解决。

“我们坚持把党的建设贯彻城
市基层治理的始终，党组织入网
格、进小区，让党组织发挥核心力
量和引领作用，统筹整合各类资
源、各方力量，下沉一线，解决群
众关心的烦事、难事，提升了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王丽
说。

支部建在网格上，解决群众烦心事
滨城区推行“红色家园”建设，引领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大众报菏泽讯 （记者
石鹏志 通讯员郜玉华）“全镇
企业现在已增加到200余家，个
体户近2000家，可以说是规模企
业红红火火，个体经营户遍地开
花，产业多元化吸纳了更多村民
就地就近创业和务工。”近日，
在牡丹区大黄集镇的菏泽中粹食
品公司加工车间，镇党委书记张
洪领介绍说，全镇九成有劳动能
力的村民都在镇内实现了就业。

正在穿鸭肠串的聋哑人葛海
蒙是大黄集镇徐庄村人，因为身
有残疾，外出务工时经常碰壁。中
粹食品公司的建设投产，让她在
家门口实现了上岗就业。

2019年5月，大黄集镇实施
“腾笼换鸟”政策，盘活老旧厂
房。“我们利用一家闲置的鞋业
加工厂房，招商引来中粹食品加
工项目，并在原厂房的基础上升
级改造，当年就正式投入生产，
让旧厂房焕发出新生机。”张洪
领说。

在大黄集镇，让群众实现家
门口就业的，还有 2 0 0余家企
业。如面粉加工企业山东天邦粮
油公司，就吸纳200余名当地村
民务工。曾是经济困难户的何信
辉是大黄集镇毕寨村村民，去年
在该镇帮扶干部汲卫民的推荐
下，来到天邦粮油公司当了一名
打包工，每月工资5000元以上。
“真没想到能在家门口打工，工
资 不 少 挣 ， 家 里 的 事 还 不 耽
搁。”何信辉说。

农村大众报邹城讯 （记者张
超）今年2月初，邹城市出台《关
于加快农村劳务服务公司发展的指
导意见》，积极推进镇村劳务服务
公司组建工作。记者日前从邹城市
相关部门获悉，该市单独或联合注
册成立了67家村级劳务服务公司，
劳 务 中 介 覆 盖 8 8 7 个 行 政 村
（居），是全省首个村级劳务中介
全覆盖的（县）市。

邹城市就业服务局局长苗军表
示，过去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一

直处于自发、分散的就业状态，相
关部门对农民工就业信息摸排不
全、不准、不及时。“农民工就业
信息不畅、对农民工服务不到位已
经成了当前就业服务的堵点之
一。”

邹城市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引
导全市各村居成立劳务服务中介，
实现由政府行政式服务向市场化服
务方向转变。具体做法是依托村居
“两委”，由村集体或个人出资，
成立劳务服务公司或合作社。负责

人由村居“两委”成员或熟悉本村
居劳动力情况的人员担任，工作人
员原则上吸纳本村居有就业需求、
有工作能力的困难群众或零就业家
庭成员、失业人员。

“按照指导意见，邹城市建立
了市、镇、村三级联通平台，村级
劳务服务中介主要业务内容就是定
期收集、更新本辖区劳动力信息及
求职需求，建档立册。镇、市两级
就业服务机构负责收集市内外企业
岗位信息，定期发布，通过无缝、

精准对接，提高人岗匹配率。”苗
军说。

邹城市大束镇时枣行村村支书
程奎告诉记者，今年3月，时枣行
村正式注册成立济宁时华浩劳务扶
贫有限公司。“设立村级劳务服务
中介，主要目的就是帮助村民就业
甚至创业，同时也拓宽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一举两得。”程奎说，公
司今年4月承揽了位于本村周边的
污水管网建设项目，截至目前，该
项目不仅盈利了3 . 7万元，还帮助

解决了本村13位村民的就业问题。
“农民是就业援助的重点群

体之一，也是就业最大的基本
盘，这部分群体的就业情况直接
影响到邹城全市的总体就业形
势。”苗军告诉记者，邹城市积
极推进镇村劳务服务公司的组建
工作，引导农民工由原来的零
散、自发就业转变为有序、有组
织的就业，实现专业的人干专业
的事、按照市场规律办事。

眼下，枣庄市山亭区水泉镇
280个大棚火樱桃已经成熟。除了
传统的市场批发外，水泉火樱桃还
搭上电商销售的快车，“飞”往全
国各地。

据悉，山亭区水泉镇素有“中
国火樱桃之乡”的美誉，近年来，
该 镇 通 过 实 施 “ 特 色 林 果 + 电
商”，发展网上店铺70余家，电商
从业人员达1000余人，2019年网上
交易额达2 . 8亿元。

(张超 摄）

火樱桃

火全国

产业多元化

这个镇留住

九成劳动力

全省首创，邹城村级劳务中介全覆盖
就业信息“堵点”被打通，农民工由原来自发就业转变为有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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