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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寺街道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大力发展蔬菜生产，依靠科技助推、选优

良品种、建示范基地的办法，使小蔬菜迅速形成了大产业。图为该街道农民

正在大棚内采摘新引进的“蓓丽”西葫。

本报记者郭龙君通讯员王丽宋静摄

郑家镇：农民幸福指数“节节高”
本报记者 李可新 特约记者 李学贵

家门口健身娱乐、幸福养
老有去处……一件件喜人的事
情，一项项暖人的实事，让郑
家镇百姓喜在眉间、乐在心间。
该镇在民生工程上的大力投入，
使全镇“民生套餐”在不断刷
新，百姓幸福生活也在不断延
伸。

健身娱乐不出村
“自从镇上给俺村安上了健

身器材、乒乓球台和篮球架，
天一亮就有人来打球、健身，
人气儿可旺了！”日前，在郑家

镇余家村的文化广场上锻炼身
体的群众都会感慨一番。

该镇精心打造“10分钟健
身圈”，新建、扩建农村文化大
院 10处，新建、整修农村健身
文化广场 25个，为 17个村新
配备了健身活动器材 120件，
对 21个村的健身器材进行了粉
刷、维修，全镇 55个村共配备
健身器材 344件。在完善硬件
设施的同时，该镇还注重加强
文体活动队伍建设，全镇拥有
广场文艺健身队 39支，活动队

员 1800余名，她们都是忙时下
地务农、闲时活动健身娱乐的

“农家女”。
村里有了幸福院

每天早饭过后，80多岁的
李世杰老人都会推出家里的三
轮车，载上老伴驶向村里的

“幸福院”。“都是老头老太太，
拉呱也行，打扑克也行，看电
视听戏都行。”李世杰老人说。

李世杰提到的幸福院，位
于郑家镇五圣村，是一处拥有
娱乐室、读书室、起居室的温

馨小院。在活动室里，记者看
到，一边是老人们围着麻将桌
和纸牌桌玩得尽兴，另一边是
七八个老人围着电视津津有味
地看着戏曲节目。

像五圣村一样，郑家镇在
张郜村建起了镇中心敬老院，
为了给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镇里委派了几名机关干部专门
负责中心敬老院的日常管理维
护。中心敬老院、幸福院已经
成为郑家镇老年人最为钟爱的
活动场所。

侯营镇

农资打假保春耕
本报讯侯营镇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

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农资市场，确保群众用上“放
心种、放心肥、放心药”。

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村村通广播、发放“明白
纸”、设置举报信箱等多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
农资打假的重要性，普及农资法律法规，讲解辨
别真假农资知识，引导群众增强打假维权意识，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强化部门联动。由农业办和
安监办牵头，联合工商所、派出所等部门组成的
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小组，对辖区 64个行政
村内的农资经营店进行拉网式检查，重点检查农
资经营手续是否健全、是否经营禁用或限用的高
毒农药等情形；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
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对不符合规定的农资进
行收缴和集中销毁，并勒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
执照。截至目前，该镇发放宣传资料 630余份，检
查农资经营户 19家，现场整改 3家。

（本报记者 刘颖通讯员闫丹）

荣垂波：林下蘑菇养出“乐生活”
通讯员 耿丙铸

“现在正是青黄不接，蘑菇
销路可好啦！”4月 13日一早，
强劲的北风吹动着郇庄村东头
的一片杨树林，冬日的余威袭
扰着探头探脑的初春，林下蘑
菇棚的主人荣垂波，早已棚里
棚外的忙个不停。

荣垂波是斗虎屯镇郇庄村
人，今年 45岁，种蘑菇已经七
八年了。先前和朋友在曲阜郊
区租赁了一所空场地，开始养
蘑菇，几年下来收入了十几万。

三年前，荣垂波娶了儿媳、添了
孙子，刚入不惑就子孙满堂，他
幸福感大增。为了照看孙子，荣
垂波舍下“事业”，回了家。人常
说，好吃的东西不愿放下筷，荣
垂波忘不了养蘑菇。在抱着孙
子闲逛时，他看中了村东头的
那片小树林，于是就雇来挖掘
机，买来竹批、薄膜，在林间筑
建了两个半阴半阳的蘑菇棚，
开始了即看孩子又养殖的“两
忙”生活。

“这么新鲜的蘑菇，每斤能
卖到 3块多，天气热了，产量少
了，价格上去了。”荣垂波掰下
带着一层白色绒毛，又韧又脆、
弹性十足的蘑菇，心里高兴。

“大哥，你这蘑菇卖不？”一位穿
著时尚的中年妇女来到棚中，

“这蘑菇新鲜又能亲手摘，放心
又有趣，俺准备带几箱回城里
去！”半路杀出的“程咬金”，让
荣垂波有些为难。原来，今天这
的蘑菇早就被城里的 3家超市

预定了。“大妹子，回老家就多
住一天吧，明天一早您再来，两
棚的蘑菇你先采。”荣垂波笑呵
呵地说。

说起以后的打算，荣垂波
信心十足：“到麦季，小孙子就
上了幼儿园啦，俺和周边的村
民商量商量，争取把这片林地
全包下来，来个一年四季出蘑
菇，攒足钱，买辆电动汽车，空
闲时带着孙子兜兜风。”荣垂波
心里美滋滋的。

道口铺街道

文化墙引领
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家家都有老和小、尊老爱幼不可
少”，“每天运动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
……3月 26日，在道口铺街道高马村刚建成的
文化墙前，20多位农民正在欣赏墙体上的文化
宣传标语和漫画。目前，像高马村这样的文化
墙在该街道已建成 2万多平方米。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道口铺街道在 31个行
政村深入开展了文化墙建设活动，把文化墙布
点与美丽乡村建设整体规划相结合，既突出就
近、便民，又让“文化墙”形成独特的人文景
观，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亮点。采用群众喜欢
看、看得懂的漫画、卡通画、格言、寓言等形
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政策法
规、道德文化、环保科技、安全常识、卫生保
健等知识生动活泼地展现在村民面前，让村民
变“被动看”为“主动看”，促进了村风、民风
进一步改善。

（实习记者 杨威 特约记者 李凤国）

“第一书记”
到村来

本报记者 杜宁通 讯员张磊
“艾书记给我们上的党课，生动形象，说的还

是咱身边的事，大家都愿意听。”面对笔者，将近七
旬的路东村老党员郝学中一个劲地夸党课形式
好，“他说的话朴实易懂，举的例子很贴切，讲得很
实在，听得很舒服！”。

4月 13日上午，堂邑镇路东村的党员齐聚一
堂，聆听该村“第一书记”、乔庄管区主任艾广辉上
党课。围绕“农村党员如何在基层建设中发挥作
用”、“农村财务如何管理”、“如何建设新农村”等
农村党员关心的问题，艾广辉运用通俗直白的群
众语言和生动形象的事例，牢牢地把大家的心抓
在一起。

近日来，堂邑镇各村第一书记都深入到村，开
展一次大接访、大走访、大下访，为农村党员上党
课的专题活动，集中解决一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
的难点、热点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并
利用专题活动的契机，严肃整治损害群众利益的
不正之风，加强农村党员作风建设，严格践行“三
严三实”，受到了干部群众的欢迎。

“去年，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我们进行了
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将村庄进行了大清扫，现今
我们正在对村内排水渠进行疏通修理，把红砖的
换成水泥的，解决夏季排涝问题，现在出门就是柏
油路，晚上都是小路灯，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村支
部书记杨士昌向笔者说着村里的新变化，“国家现
在对新农村建设确实蛮重视，有‘第一书记’的指
导和帮助，我们村干部做起工作也更有劲了。”
谈到该村的未来发展方向时，艾广辉说：“路东村
的葫芦远近闻名，我觉得要朝着葫芦加工和乡村
旅游的方向发展，村庄就会越来越美，村民就会越
来越富裕。”

“通过刚才的交流，我相信每一位党员，都对
未来发展充满了干劲，希望全体党员充分发挥先
锋作用，把咱们路东村建设得更好。”艾广辉激情
的发言，把大家的热情调到了最高点。

张炉集镇
环卫托管密织
城乡“保洁网”
本报讯4月 12日，适逢张炉集镇乡村大集。下

午两点多大集结束后，在集市现场，记者看到,商贩
们有的将垃圾打包带走，有的将垃圾堆成堆，同保
洁员一起投放到垃圾桶里。下午四点左右，垃圾清
运车陆续将生活垃圾运走，街道又恢复了往日的洁
净。“以前,每次大集过后垃圾成堆、蚊蝇乱飞、气味
难闻，如今村里有了保洁员，,安放了垃圾桶,垃圾日
运日清，环境有了天壤之别。”村民张思彦说。

为深入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活动，该镇探索实
施“镇统管、村监督、市场化运作”的长效保洁机制，
与物业保洁公司签订托管协议，把辖区 47个行政
村的保洁纳入委托管理行列，保洁公司对村内道路
及两侧、房前屋后、池塘沟渠和村庄周边的生活垃
圾进行收集清运，初步实现了环卫工作全覆盖、无
缝隙对接、一体化管理。

目前，该镇已投入运行垃圾中转站 1处、配备
垃圾清运车 2辆、清扫车等各类小型环卫车（指三
轮自行车和三轮电动车）60辆，垃圾桶 650个，保洁
人员 120人。“在原有配套设施基础上，我们将依托
GPS、物联网技术等科技手段，通过 GPS卫星定位
系统、对讲手机通话定位系统、机械化作业监管系
统等对人员、车辆、垃圾清运的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和调度,逐步建立智慧环卫平台，提高工作效率，让
农村群众享受更好的保洁服务。”保洁公司负责人
滕总介绍说。（本报记者杜宁通讯员臧玮荣学俭）

嘉明开发区

加快交通
大动脉建设

本报讯 近日，嘉明开发区为破解发展瓶
颈、改善开发区面貌、提升村民生活水平，正
加快交通“大动脉”建设步伐，由开发区通向
城区的站前北街正在紧张建设中。

嘉明开发区是我区近几年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其地理位置优越，济邯铁路、
济馆高速构建起了畅通的交通网，但美中不足
的是，通往城区的站前北街年久失修，交通不
便，因此站前北街的修建显得弥足珍贵。

一条道路往往能带动附近区域的教育、卫
生甚至城镇的发展，开发区党委书记邵洪涛表
示，该条道路的闭塞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嘉明的
发展，此次道路翻修，为嘉明人民的出行带来
了极大的便利，完善了嘉明的交通路网，同时
嘉明开发区也面临发展的新机遇，这将推进嘉
明与中心城区逐步融合，推进旧村改造，提升
嘉明城市形象。

（实习记者 仝兴社 通讯员 马建富）

沙镇镇：农资打假护春耕
本报讯 当前正值春耕备种时节，

也是农资销售的旺季，农资打假迫在眉
睫。近日，沙镇镇高度重视农资市场监
管工作，全面整治农资经营市场，着力
提高农民防范能力，切实维护广大农民
群众利益。

该镇农资打假专项行动的重点有
三个：种子、农药和肥料。重点抓好种子
市场品种多乱杂、侵权套牌等问题，坚
决查处未审先推、制售假劣种子和虚假

宣传等违法行为。加大执法力度，坚决
查处禁用、限用农药的经营、使用努力
形成上下联动，左右互动。开展肥料市
场的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复混肥料、有
机无机复混肥、有机肥料、水溶肥料、微
生物肥料及各种新型肥料等产品。通过
一系列措施的有效实施，切实保护了农
民利益和农业生产安全，确保广大农民
朋友用上放心农资。
（本报记者李可新通讯员 胡学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