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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城大束镇鸿山脚下的时枣行
村拥有耕地1500多亩，山岭地占了
大半。

生在山窝窝里，很多人习惯了
穷。因为穷，时枣行村也闹过不少
乱子。不过，一堆“烂摊子”的时
枣行村却也出了个能人。

1989年出生的程奎是村里走出
去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从山东农业
大学毕业没几年，他就成立了自己
的公司，而且越做越大。另一边，
时枣行村却越来越散乱。老支书心
有余而力不足，几次上门找程奎，
想让他回村“接班”。然而，程奎
的爷爷却拍着桌子反对，程奎虽然
心动却不敢应承。

去年，时枣行村老支书退休，

村主任辞职，村民思来想去还是得
找程奎。这次程奎说服了爷爷。

聚民心，引产业，上任村党支
部书记之初，程奎就规划好了村里
的发展路子。

在农村，长辈老人说话分量
重。去年重阳节，程奎牵头举办了
时枣行村首届“百寿宴”。宴会当
天，全村58位70岁以上的老人受邀
悉数到场，吃大席、看节目、拉家
常，每桌还有村干部陪着。虽说一
辈子挤在这个小山村，低头不见抬
头见，可老人们从来没这么聚过，
更没这么欢畅过。谈笑间，恩怨散
尽；举杯后，邻里情深。

不仅如此，程奎还派人敲锣打
鼓为考上大学的户送去奖学金，中

秋节挨家慰问鳏寡老人，腊月廿三
对好媳妇和好婆婆公开表彰……一
件件暖心的事，把村民的心捂热
了。村民心气顺了，事就好办了。
今年，景区项目落地时枣行，村里
的养鸡户程玉亮配合村里规划，很
快关了 3个鸡棚。而这要搁在以
前，谁来说都不顶事。

民心齐了，程奎开始琢磨集体
产业的事。山窝窝里的人从没觉得
这山窝窝有什么好，下山出村是大
伙儿几辈子奋斗的目标。而程奎不
这么想，在他眼里，山是一样的
山，可山地上长什么东西，人说了
算。别人急着下山，他却想方设法
“上山”。“把山用好了，就是最
好的资源。”为了引来产业，程奎

把村庄土地集中流转到集体手里。
时枣行村的第一个产业项目是

程奎硬“磨”来的。“听说镇上要
引进一个碧根果项目，我就去找了
镇里，申请放在我们村。”可程奎
没想到，因为原来的基础条件差，
候选落地村的名单里根本就没有时
枣行。程奎不放弃，一遍遍地磨，
终于把时枣行村拉进了候选名单。
随后，他又多次赴企业所在的常州
考察，最后终于让碧根果种植项目
落到了时枣行。

拉来一个项目还不算完，程奎
又把山东农业大学研发的猕猴桃新
品种种上了山。前段时间，大束镇
引进的鸿山欢乐谷项目又落在了时
枣行、匡庄等3个村。

村里一年进来3个产业项目，
村民既惊又喜。拆了鸡棚的程玉亮
拿着卖鸡的钱，把老宅子改成了民
宿；赵亚亮则在鸿山欢乐谷景区大
门口南侧开了家“枣行人家”农家
乐；因为产业项目多，用工需求
大，村民范子彬进了村里新成立的
劳务公司上班……

“现在，村里成立了旅游开发
公司、工程建筑公司和劳务公司，
村集体占股49%，法人占股5%，村
民资金入股，总体占股46%。”程
奎说。现在，时枣行村采用“党支
部+合作社+公司+农户”的经营管
理模式，村集体统一管理，村民集
体受益。为了激发村民干劲，村里
还把猕猴桃项目化片承包给农户，
由集体公司统一销售，收益双方分
成。

如今，时枣行村集体的账上已
进了100多万元。村“两委”商量
后一致决定，拿出三成给村民发福
利，剩余全留给村里继续发展，因
为大伙儿都知道，时枣行还有更多
的“山”要爬。

悠悠寸草心，拳拳真情意。每
周六一大早，在沂水县四十里堡镇
各大村庄的村头巷尾，都能看到身
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
该镇千余名志愿者积极参与到“关
爱老人·情暖夕阳”志愿服务活动
中去，他们用自己的热心、爱心、
耐心，用自己那一抹抹靓丽的“志
愿红”，擦亮了四十里堡镇党建引
领志愿服务的底色，温暖着老年人
的心。

四十里堡镇自3月份实施该活
动以来，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以爱心为导向，以责任为己任，以
“老人需求”为着力点，深入居家

养老前沿阵地，通过“三定”的规
范化运作，有效整合村级各项资
源，确保情暖夕阳周末服务“不打
烊”，为居家老人提供全方位的服
务，切实提高老年人晚年幸福感。

定时间，助推服务规范化。四
十里堡镇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着力解决志愿服务不规范、服务不
到位的问题，制定规范详实的志愿
服务制度，列出志愿服务时间、服
务次数等刚性要求，明确志愿者们
利用周六时间集中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其他时间有序自愿开展，从而
真正从制度上严起来、管起来，让
“红色周六”志愿服务“实”起

来。
定方式，助推志愿服务专业

化。全镇上千名志愿者深入到农村
“三无”老人、重度残疾以及留守
老人家中，力求在寸草心志愿服务
中全覆盖，做到“双向式”服务。
一是“组团式”，以党支部为单位
组建寸草心志愿服务队，与党员、
村干部、机关干部、热心村民、后
备干部……一道开展志愿服务。二
是“情感式”，贴心用心服务，按
需量身打造具体服务项目，实现老
人有“需”必应，真正让老人感受
温暖，体会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经过志愿者们热心、细心的整理打

扫，老人们的桌子上干净起来了，
房间整洁起来了，院子宽敞起来
了，脸上的笑容也多起来，精神面
貌抖擞了起来。

定考核，助推志愿服务常态
化。镇纪委、绩考办、党建办联合
督导，全面考核志愿服务的成效。
通过全覆盖检查的方式，对服务的
次数、服务时间、服务项目、服务
成效等全方位审查，确保志愿服务
日趋常态化。

“但守空巢谁过问？志愿服务
比儿亲。”目前，四十里堡镇情暖
夕阳志愿服务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
展着，全镇上千名志愿者们用自己

勤劳的双手、诚挚的爱心让“奉
献、友爱、互助”的志愿精神在四
十里堡镇的各个角落熠熠生辉。下
一步，四十里堡镇将更加聚合凝
力，全盘部署，着力健全体制机
制，完善组织建构，擦亮党建引领
“关爱老人·情暖夕阳”寸草心志
愿服务工作品牌，真正让“红马
甲”志愿行动打通村级居家养老的
需求，盘活养老、孝善的和谐风
尚，倡树“厚养”“孝善”的新风
尚，生动书写党员带头、模范先行
的先锋精神，让鲜艳的党旗在四十
里堡镇高高飘扬。

(马玉洁）

千余“红马甲”，情暖老人心
沂水县四十里堡镇积极开展“关爱老人·情暖夕阳”志愿服务活动

小村“上山”，一年引来仨项目
不到两年，邹城时枣行村集体进账100多万元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张长清

农村大众报博兴讯 （记者张
婷 通讯员董锋磊 李乐 赵琮）
10月26日，由全国工商联厨具业商
会、山东省厨具协会主办，山东众
联商务会展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十五
届中国（博兴）国际厨具节在中国
智慧厨都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中国（博兴）国际厨具节作为
中国厨具行业最为重要的展会之
一，备受业内外瞩目。当前，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博兴县委县

政府和兴福镇党委政府为了保证第
十五届中国（博兴）国际厨具节的
如期举行，全面落实各项疫情防控
举措，全方位地提升了展会档次和
水平。

本届展会共设置了4个展馆，
包括精品厨具展区、高端品牌厨
具展区、白钢类厨具展区、制冷
设备展区、食品机械展区、机床
类展区等专业展区。除了线下展
厅，本届展会还充分利用互联网

资源，通过网络直播，媒体、抖
音、微信实时推送等方式，开辟
“ 线 上 ” 展 览 新 渠 道 ， 助 力 展
会、丰富展会、提升展会，形成
传播矩阵，把厨具节的盛况传递
给更多观众，提高厨具节品牌影
响力。

中国（博兴）国际厨具节已经
成功举办14届，今年厨具节聚焦行
业发展新方向，在B馆2楼举办了新
品发布会，发布了一系列“兴福智

造”的更加智能、更加智慧的现代
厨具。

近几年来，作为博兴县支柱
产业之一，商用厨具产业坚持企
业 布 局 园 区 化 、 产 业 发 展 集 群
化、产品品牌高端化，向开放要
潜力，向创新要动力，厨具产业
得到了高质量和内涵式发展。当
前，博兴县商用厨具产业集群效
应更加凸显，厨具生产及配套企
业达到2 8 0 0余家，产品几乎涵盖

商厨行业的全产业品类，40%的关
键零部件实现自主保障，50%以上
的中小企业走向专业化、精细化
生产，市场份额占到全国的40%、
山东省的 9 0 %。双创成果更加丰
硕，省级厨具产品质量检验检测
中心落户博兴，培育省级以上知
名品牌2 0余个，制定发布行业团
体标准 1 5项，申请各类专利 4 4 5

项，被工信部确定为国家级“双
创示范基地”。

第十五届中国（博兴）国际厨具节开幕
发布了一系列高端智慧现代厨具

10月23日，阳光和煦，花草葱
郁。高密市胶河生态发展区环卫所
所长张新森来到祝家庄村民王教发
家中查看厕所使用情况。

小院宽敞、洁净，院内一角是白
色水冲式厕所，厕所内贴着崭新的
瓷砖，装着抽水马桶，和城里的卫生
间并无二致。“老王，厕所啥时候要
抽，提前给我们发个信息。”张新森
检查完，继续去下一家。

张新森说的“发个信息”，其
实是“高密市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智能管护平台”的数据端。这套厕
污智能管理系统，由综合指挥、智
能报修报抽和中转清运三大系统组
成。村民家的化粪池满了之后，通
过电话、微信报抽，综合指挥系统
接到申请后，及时安排车辆前往作
业，中转清运系统通过车载GPS车
辆轨迹及实时视频监控全程监管，

完成抽厕后，村民对作业人员进行
评价。

“自从改了厕所，家里卫生干
净了，苍蝇蚊子也没有了。到抽厕
的时候，打个电话或发个信息，就
有人来抽，真是方便。”王教发告
诉笔者，自从厕所改造用上智能管
理系统后，现在整个村庄的环境都
变得干净起来。

农 村 改 厕 “ 三 分 建 ， 七 分

管”。高密市根据服务半径及人口
数量，在全市农村建设了36处农厕
管护服务站，成立专门的抽运维修
队伍，配备大小吸厕车48辆，建设
40座农厕粪污中转站、25处污水管
网集中接纳点，并公开招标农厕管
护运营企业，对全市已改厕农户进
行统一维修、统一收运、统一无害
化处置，实现维修管护、收集清
运、无害化处理全链条衔接、无缝

隙管理。
粪污去哪儿一直是困扰农村改

厕的难题之一。高密市在充分利用
现有的10处城镇污水处理厂、18座
农村新型社区污水处理设施、1座
2 . 1万立方米规模化大型沼气站、20

座农村小型沼气站的基础上，投资
8655万元，正在建设粪污资源化综
合利用项目，该项目将于今年11月
份竣工，年可处理人畜粪污4 0万
吨，日产沼气2 . 1万立方米。

“我们正在探索因地制宜的厕
所粪污收集、处理方式，把沼气发电
上网，沼渣沼液生产有机肥，用于农
田施肥，彻底消除人畜粪污污染，变
废为宝，实现生态发展良性循环。”
高密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市政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主任管利说。

发个信息，就有人上门服务
高密农村改厕用上智能管理系统，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置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王喜进 张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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