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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垃圾桶离健身器材太
近，您看看能不能找人挪一下？”
10月8日下午，在滨州市滨城区彭李
街道李南蒲小区健身广场，几位老
人围着李南蒲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李南蒲网格党支部书记李延忠提意
见。“是啊，当时安装时确实欠考
虑。”李延忠仔细查看现场后，爽
快地答应着。听到自己提的意见有
了回应，老人们脸上洋溢着满意的
笑容。

崭新的楼房、宽阔平坦的路
面、摆放整齐的车辆、新植的苗
木……这是今年李南蒲小区实施改
造提升工程后呈现出的新气象。

“小区一建起来我就搬过来
住，至今有十多年了，开始小区楼

房新，环境还可以，随着时间的推
移，外墙逐渐破旧脱落，楼顶时有
渗水现象，道路也变得坑坑洼洼，
人们出行很不方便。今年经过这么
一整修，道路平坦，楼房焕然一
新，大家出行方便了，住在这里心
里也敞亮。”居民李全贵高兴地说，

“趁着今天天气好，等会儿我组织我
的队友们过来练几套太极拳。”

在小区内东墙上，张贴着一块
公示栏，上面写着“李南蒲网格党
支部2021年公开承诺”，这是今年
社区改制后，彭李街道党工委推行
的基层党组织公开承诺制度，目的
是有效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增强
村级网格党员干部干事创业能力，
推动村级网格党组织为群众解难

题、办实事。公示内容第四项就是
李南蒲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后
边项目内容、具体责任人、完成时
限等赫然醒目。

“今年，我们把小区改造提升
作为党支部的公开承诺事项抓落
实，自4月份开始，历时4个多月时
间，累计投资300多万元，目前工程
基本完工。”李延忠介绍称。

据了解，李南蒲小区于2008年
启用，共计110栋多层住宅楼，居民
387户1090人，今年以来，针对李南
蒲小区老旧、问题多、群众反映强
烈的实际情况，李南蒲社区联合村
级网格，将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作为
民生项目上报街道党工委，并向社
会公开。接下来，社区和村级网格

多次组织召开党员会议、居民代表
会议，研究制定改造方案，通过招
投标确定施工队伍。村级网格党支
部自筹资金300余万元，对小区下水
道统一改造，翻修并重新铺设小区
路面，1号楼到7号楼加装外墙保温
层并重新喷刷外墙漆，7栋楼楼顶
全部重新做了防水，8号楼到10号楼
实施了外墙漆喷刷，对楼道墙面全
面粉刷，栽植五叶枫168株、月季
200余株。基础设施大投入，换来了
环境面貌脱胎换骨般的大提升。

“楼新了、路平了，划了停车
线，安装了垃圾箱，环境卫生提升
了，车辆停放规范有序了，人们也
有活动场地了，大伙儿住着很舒
适、很开心。”居民李道义说。

另外，社区和村级网格以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和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为契机，加大小区规范管理，按照
要求设置了公益广告，安装了门禁
道闸装置，联系相关部门统一“飞
线”治理，统一划设车位线，设置了
集中晾晒区，完善了健身设施，让小
区环境更整洁、更有序、更宜居。

“经过4个多月的整治，李南
蒲小区面貌焕然一新，为了把小区
环境长效保持，我们社区牵头，划
分责任区域，实行分片包干。每个
楼道都有一名保洁人员负责卫生清
扫，支部成员实行楼道分包制，社
区定期展开巡查，对发现的问题现
场整改。楼道内每天干净整洁，堆放
杂物的现象也没有了，这一做法得
到了居民的充分认可。”李南蒲社区
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杲芳说。

夕阳映照下，小区多了几分自
然恬静，楼栋间一片宽阔空地上，十
余名队员伴随着轻柔的音乐，惬意
地练着太极拳。 (夏玉忠)

滨州市彭李街道李南蒲小区实施改造提升工程

小区旧貌换新颜，群众乐居心里甜

玉米连秆带穗一起收打包卖
兖州因地制宜推行“秸秆离田”玉米收获模式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张美荣 张树锋 张慧

10月9日，看着300多亩已经成
熟待收的玉米地，临清市魏湾镇丁
马村的丁士领犯了愁，初秋的小雨
已经断断续续下了一个月，玉米地
里积起深至小腿的水，轮式收割机
根本无法进地。“人进来还陷脚，
别说车了。现在根本雇不到人，都
忙着自家地里收玉米，腾不出手来
再接活了。”今年45岁的丁士领穿
着雨靴站在地头说。

在丁士领承包土地的南侧，他
找了一台挖掘机挖出了一条宽约1

米、深约40厘米的排水沟，田地里
的水通过抽水带正往南侧的沟渠排
着水。“照现在的速度，积水排完
还得10天左右。把排水沟渠加深加
宽倒是快，五六天差不多能放完地
里的水，但是会影响其他村民抢
收。”

当日，丁士领打算联合镇上的
朋友购置一台履带式收割机，但一
咨询，从预定到收货还得半个月时
间。丁士领翻着手机里的天气预

报，合计如果不再下雨，半个月普
通的收割机就能进地，购进的履带
式收割机派不上用场，最终决定还
是再看看天气。

据了解，自10月1日开始，临清
市农业农村局的16支秋收技术服务
队下乡进地，指导群众通过畅通沟
渠、电泵抽水等方式，排出田间积
水。“即使阴雨天气过去，如果在
储存过程中措施不当，玉米也会发
生霉变。”临清市农业农村局一级
主任科员刘德志说。

“党员先锋队，啥是先锋，你
看见泡在泥水地里的那些人了吗？
第一批下水帮俺们掰棒子的就是党
员们，心里总算踏实了。”临清市
老赵庄镇后丁村村民周世平激动地
说，“我家地多，有积水，没法用
机器收割，心里真是着急，没想到
镇上和村里的党员先锋队早就规划
着帮老百姓人工抢收了，人多力量
大，我们一块挖出排水沟，将掰的
玉米放在脸盆里，顺着水流往地头

拉，装车后直接运到收粮点售卖，
他们有烘干机。”

在收玉米的过程中，老赵庄镇
的党员先锋队采用省力方法，在农
用三轮车的后轮绑上旧板凳，打开
发动机，拽玉米的绳子自动缠绕在
板凳上，省去了部分人力，“方法

总比困难多，虽然今年收玉米难，
但是大家伙一块干，心里和身上都
是热乎的。”周世平说。

“我家地里能进去履带收割
机，但是大家都在抢收，机器十分
紧张。”老赵庄镇王集村村民冯西
俊为了找履带式收割机没少犯愁。

“村支书最后到高速口去迎车入
村，镇上也连夜统计机器需求，在
全市协调履带收割机，第二天下午
三四点，机器就下地了，政府出面
统筹协调就是好！”

为积极应对灾情，临清市农业
农村局及时对三秋生产进行调度，
合理调配收获机械。截至 1 0月 7

日，调配各类玉米收获机2 1 0 0余
台。同时，积极对接临清市德能金
玉米生物有限公司等粮食收储企业
及具有烘干能力的粮食收购商，畅
通玉米销售渠道，解决农户后顾之
忧。

今年秋收最难忘———

人手不够党员帮忙，机器难找政府协调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姚晓楠 马朝霞

10月11日，济宁市兖州区新兖
镇大南铺村的种粮大户陈继军正在
地头查看土壤情况，只要地里能进
拖拉机，他准备尽快整地种上小
麦。而在一周前，由于连续阴雨
天，陈继军的玉米地里还有不少水
洼，几百亩玉米只能靠履带式青贮
收割打捆机收获。“那段时间经常
半天阴，半天雨，只要不下雨我们
就进地收，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才
收完。”陈继军说。

“今年雨水异常多，影响了部
分地块玉米生长，尤其是土壤含水
率很高，普通的收割机很难进地，
所以履带式的青贮打捆一体机就派
上用场了。”兖州区大安镇唐营村
来顺农机专业合作社社长邓来顺
说，捆好的秸秆料包将被运往各地
的养殖企业作为饲料。

陈继军介绍：“1吨打包秸秆
400元，1亩地差不多能收3吨，玉米
带着秸秆打包出地后当场结算，往
年收粮每亩也是1000多块钱，卖秸
秆并没有什么损失。”

最近，在兖州区小孟镇西桑园

村的地里，也有不少自走式玉米穗
茎收获机来回穿梭，不时将收获的
玉米和粉碎的秸秆分别倒入运输车
车厢。地头上，不少村民正在将玉
米秸秆通过机械设备进行粉碎、压

缩、打捆、包膜，最后变成一个个
圆滚滚的饲料包。“我们合作社仅
卖玉米、小麦秸秆一项，每年就有
五六十万元的收入。明年，我们计
划将附近十多个村的秸秆都收过

来。”兖州区小孟镇西桑园村孟园
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魏海涛
说。秸秆在农村遍地都是，做成饲
料出售，市场前景很好，除了供应
周边县市区畜牧养殖基地外，还销

往安徽、宁夏、甘肃等外地。
“在‘秸秆离田’过程中，通

过机械设备进行粉碎、压缩、打
捆、包膜、转运，也能从中赚到不
少收益。”邓来顺说。他们的合作
社买了两套秸秆打捆包膜设备，将
秸秆打捆包膜储存，随市场行情适
时销售。“平均每吨能卖到300多
元，行情好的时候能卖到每吨450

元。这两套秸秆打捆包膜设备，除
去每天80元的人工等成本，当年就
能收回设备成本。”

“鉴于今年特殊的天气原因，
目前我们正积极组织秋粮抢收，争
取把损失降到最低。”兖州区农业
机械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吴卫
新说。兖州区是一个粮食高产县
区，也是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县
区，当地推广的“秸秆离田”模式，有
利于发展高效生态循环农业。

目前，兖州区30万亩农田全部
实现了秸秆综合利用，其中部分地
块因地制宜推行“秸秆离田”收获
模式，促成了一条农民、村集体和
服务组织共同增收的产业链条。

10月7日，聊城市茌平区贾
寨镇崔老庄村的农民将收获的玉
米用扁担挑出来。

面对降雨造成的秋收困难，
茌平区排除各种险阻，利用人
力、机械等抢收玉米，确保秋粮
颗粒归仓。

（赵玉国 林庆忠 摄）

扁担挑粮

履带式青贮打捆一体机正马不停蹄地“吃”着玉米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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