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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抱团”，合作社“联盟”
嘉祥县马村镇38个村实现集体、村民双增收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于翔宇

现在，马西村党支部书记胡八
金不但要带好村，还要给村民种好
地。

去年6月，由嘉祥县马村镇马
西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了马西土地
股份专业合作社，身为村党支部书
记的胡八金成了合作社理事长。马
西村68户村民带着108亩耕地入股合
作社；而村集体则以办公场所、农
田水利配套设施及增溢的土地经营
权，折价入股；镇供销社则以现金
入股，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农
业生产资料。

“ 地 里 种 的 还 是 ‘ 一 麦 一
棒’，但种植管理形式变了，全部
由合作社统一负责。”胡八金说。
合作社盈利部分的20%用于购买农
业类保险，剩余部分农户、村集
体、供销社按照4：3：3进行分红。
其中，入股农户保底收入土地租金
每亩800元和100元分红。

胡八金没说瞎话，今年5月12

日，马西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召开
了分红大会。

“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
展村集体经济模式，实现了‘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的‘三变’。”嘉祥县马村镇党委书记
耿鹏说。马村镇作为农业大镇，底
子薄，基础差，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水平不高，集体经济收入增收渠道
单一，发展后劲不足。为破解村集
体发展难题，马村镇决定走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大力推广
马西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模式，充
分利用支部领办合作社联结群众，
实现集体、群众“双增收”。

因为党支部带头“抱团”，集
体经济提升明显，村民收入普增，
“马西模式”在当地得以迅速铺
开。截至目前，马村镇38个村都成
立了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流转
土地2 . 13万亩。全镇村集体经济收
入总额316万元，且村集体经济收
入全部超过5万元，其中24个村的
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 0万元，占比
63%。

在38个村全部领办合作社的基
础上，5月12日，马村镇率先在全
县成立了“马村镇支部领办合作社
联盟”，马村镇38个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开始由“单打独斗”向“抱团

发展”转变。
合作社率先“联盟”，充分发

挥了优秀合作社的示范带动作用。
嘉祥天润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主
要种植中药材，现种植药用玫瑰
800余亩，可生产药用玫瑰56 . 3万
斤，产值200万元。“今年受疫情
影响，部分合作社的产品出现滞
销，销售开始由‘线下’转到‘线

上’。”天润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山耀文说。他们利用短视
频、线上直播带货等方式，推销玫
瑰花茶等产品，高峰时每天可以卖
出3000多单。

在天润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线上直播带货的影响下，马村镇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联盟成员单位，先
后到天润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利

用新媒体渠道销售农产品。
“让示范合作社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打破原有合作社信息闭塞和
资源匮乏的现状，以‘品牌’优
势，推动‘联盟’发展。”马村镇
党委书记耿鹏说。

农村大众报无棣讯 （通
讯员高士东 徐海霞）10月21

日，全国棉花机采作业观摩暨
全程机械化推进活动在无棣举
行。来自农业农村部、山东省
农业农村厅的相关专家，河北、
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等
省级农机推广站(中心)负责人，
东营、潍坊、济宁、德州、聊城、菏
泽、滨州等7市农机推广站站长，
部分机械和植棉大户参加了此
次活动。

活动当天，在无棣县西小王

镇景国农机合作社“机采棉”示
范基地举行了现代农机具展示
及作业观摩，与会人员还参观了
位于该镇的黄河流域棉花生产
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和钟金燕
棉花产业智慧控制中心。

无棣县是全国优质棉生产
基地，全县植棉面积常年保持在
10万亩以上。近年来，该县大
力推广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培
植建立了“机采棉”示范区，
有力带动了全县“机采棉”种
植模式的普及推广。

今年以来，梁山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以弘扬新时代“忠义仁
孝、诚信友爱”的梁山精神为主要
抓手，创新方式，整合资源，全方
位、多角度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让崇德向善在水浒故
里蔚然成风。

创建提升，为文明实践装上
“引擎”。高标准建设了梁山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面积1000余平
方米，设置了办公区、展示发布

区、数字化指挥中心、志愿者孵化
中心、培训中心、舞蹈室、书法美
术室、孝老敬老爱老养老主题教育
基地等，充分满足广大群众各类活
动需求。中心下辖14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分中心，415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通过县-乡镇(街道)-村(社区)

三级平台的建立，实现了群众在哪
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统筹整合，为文明实践铸造
“车轮”。建立起“1+15+14+1+

N”的组织体系，以1支梁山县志愿
服务总队、15支县直专业志愿服务
队伍、14支乡镇(街道)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分队和1个社会组织网络为
主导，各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队伍以及社会志愿者为补充的
文明实践队伍模式。梁山县整合十
余支社会团体形成一个社会组织网
络，为全县社会力量搭建起沟通、
交流平台，实现了信息共享、资源
共享、跨界合作，形成了空前的凝

聚力，有效地推动了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走心、走深。

“云”上点单，为志愿服务插
上“翅膀”。梁山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云平台，通过群众“点单”，中
心、分中心“派单”，志愿者“接
单”，群众“评单”的方式，实现
了“线上线下互动，线上指导线
下”的志愿活动开展形式，“外卖
式”的活动也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

致好评。
自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平台上线

以来，累计注册志愿者5000余名，
入驻志愿者团队近 5 0 0支，开展
“点单派单”志愿服务活动700余
次，极大地解决了群众“需”与志
愿服务“供”不协调的问题。

据梁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有关负责人介绍，梁山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将继续围绕移风易俗、
孝老敬老爱老养老、扶贫脱贫等重
点工作，通过五种志愿服务形式，
精心策划受群众欢迎的志愿服务项
目，让善德之风吹进梁山的千家万
户，让文明实践走进群众心中。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刘继华
张 洋

群众在哪里，志愿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三项驱动推进梁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走心、走深”

全国棉花机采作业观摩无棣举行

农村大众报临沭讯 （通讯员
英荣攀）“真没想到，现在的建筑工
地、市政工地扬尘治理效果这么好，
怪不得现在空气质量好了！”“治理
措施持续到位，效果就凸显出来
了。现在雾霾少了，蓝天白云的晴
朗天气多了！”10月16日，在临沭
县人民医院二期建筑工地上，参加
临沭县蓝天保卫战工作专项调研的
人大代表，看到整洁干净的工地和
完善的抑尘设备，你一言我一语地
夸赞起来。这一变化，来源于该县
在建设领域扬尘治理工作中推行的
四项规范化治理措施。

为推进建设领域扬尘污染治
理，临沭县于3年前全面打响“蓝
天保卫战”。作为工地扬尘治理的
主战场，临沭县把建筑工地、市政
施工工地、商混生产现场等扬尘治
理重点对象作为治理的攻坚阵地，
按照疏堵结合、规范治理并重的思
路，成立了工作专班，制定了攻坚
方案，签订了目标责任书，重点在
长效治理和规范管理上下功夫，先
后推出了四项规范化治理监管措
施，让企业有所遵循，规范操作，
长效坚持。

一是“一导则、两公示”：施
工单位必须遵守《建筑工地扬尘防
治工作导则》，在施工现场出入口

明显位置设置统一格式的扬尘治理
社会化公示牌和扬尘治理网格化责
任人公示牌，内容包括建设、施
工、监理及监管等单位名称、扬尘
防治负责人的姓名、联系电话、举
报电话等，公开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的相关责任人。二是“五喷淋两冲
洗”：定期对工地现场实施塔吊、
外架、道路、围挡、室内移动喷
淋，全面配备并规范使用固定式车
辆冲洗设备和移动式车辆冲洗机。
三是“六规范、两监控”：对施工
区域围挡、施工现场裸露渣土覆
盖、硬化施工现场道路、渣土车辆
密闭运输、施工现场出入车辆冲
洗、场地洒水保洁等六个方面出台
标准规范并要求严格遵守，所有工
地全部安装全景固态高清视频监控
设备、PM10扬尘在线监测设备等
两项扬尘在线监控设备并联网监
管。四是“严管十二条”：全面遵
守《临沂市建筑施工扬尘治理严管
十二条》相关规定。

为确保各项标准规范治理措施
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临沭县不定
期、不间断地开展工地扬尘治理专
项检查、夜间巡查、重污染天气应
急响应等整治行动，实现了建筑施
工工地、市政施工工地、商混生产
企业检查全覆盖。

所有工地安装全景视频监控
临沭县“四个规范化”抑制工地扬尘污染

马西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召开分红大会。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马西村

指明了发展思路，为村庄、村民探

索出新的增收模式，实现了支部有

作为、群众得实惠、集体有收益。

一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好

模式，不仅可以带动一个村庄的崛

起，更能带动一个区域的发展。从

马西村成立合作社，到马村镇38个

村成立合作社，再到“马村镇支部

领办合作社联盟”，马西村党支部

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它带

来的不仅是形式的转变，更是发挥

党支部政治引领作用、带领党员群

众强村富民的转变。可以说，“马西

模式”激活了马村镇乡村振兴的

“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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