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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尤明文）4月 16
日下午，泗水县委党校2018春季科级干部
进修班组织50余名学员，深入开展“大学
习、大调研、大改进”工作，到县经济开发
区开展调研活动。学员们先后来到新来电
能源科技公司、味珍食品公司、鸿毅食品公
司、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现场和汇川汽车部
件公司等参观调研，并听取企业投资建设
历程、生产经营和产品市场等方面情况介
绍，详细了解工业建设情况、产业发展方
向、项目配套服务水平及招商引资环境。
通过调研，学员们进一步树立了改革创新
发展信心，抢抓新旧动能转换重大政策机
遇，继续招大引强，跨越发展，把党校培训
的理论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目前，
全县掀起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

热潮。
自全市启动开展“大学习、大调研、

大改进”以来，泗水县立即行动，周密部
署安排，从严从实推进，确保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该县召开县委常
委会传达学习全市开展“大学习、大调
研、大改进”工作会议精神，一致要求要
高标准高质量落实“大学习、大调研、大
改进”各项工作，突出学习重点，细化学
习安排，严格落实责任，加强督导指导，
营造浓厚氛围，着力推动工作，奋力开创
全县创新发展、转型发展、持续发展新
局面。

该县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研究推进措
施，确保“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迅速有
效开展。县委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在全县

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的通知》，明
确提出这项工作的总体安排、主要内容和
工作要求。该县还成立“大学习、大调研、
大改进”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任组
长，宣传、组织、纪委负责人任副组长，抽调
人员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设立综合
组、指导组、宣传组，迅速投入到工作开展
中。

大学习方面，该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作为深化理论武装工作的首
要政治任务，作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和基层党组织学习的重中之重，
不断把学习引向深入。在深化学习的基础
上，对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对照初心和使
命、对照全县人民的期盼、对照该县现实状
况、对照先进榜样，紧密联系各自实际，组

织开展专题讨论。
大调研方面，该县紧扣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政治责任，紧扣贯彻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
署和省、市、县重点工作安排，紧扣开展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组织开展
大调研。

大改进方面，该县各级各单位对大学
习、大调研中梳理出的问题，要不等不靠、即
知即改、立行立改，从一开始就改起来、做起
来。对于存在的问题，逐一制定整改措施，
集中抓好问题整改。将结合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巡视巡察发现问题
整改和省委、市委确定的对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不力、工作作风不严不实、不作
为不担当不负责等7个方面的专项治理，组
织开展专项整治。

深化改革增信心 动能转换扬风帆

泗水掀起“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热潮

■本报通讯员 刘淑燕 高健 包庆淼

4月12日，天空飘落淅沥春雨，滋润
着西枣山峪村久已干涸的土地。这个位
于泗水县东北角的偏僻山村，到处充盈着
久旱逢甘霖的喜悦，村南头新栽植的10
亩猕猴桃挺直了腰杆。旁边的四座早春
大棚里，厚皮甜瓜苗已有80公分高，盛放
着一朵朵黄色的小花。村民王大婶的门
口照例聚集了七八个大姐和大婶，评论着
这场春雨，诉说着市供电公司驻村工作组
给村庄播撒的希望。

产业是基础

西枣山峪村位于泗水县华村镇西北
部8公里处，村庄面积1500亩，耕地面积
912.15亩，主要的经济作物是花生和地
瓜，是省级贫困村。由于传统种植效益低
下，村民纷纷离开家乡，四处打工为生。
全村594名村民，长期在外打工的近300
人，有的在煤窑，有的在砖厂，有的在船
坞，出大力、挣小钱、伤身子。

2017年4月，市供电公司驻村工作组
进驻西枣山峪村。供电人乐于奉献和勇于
担当的精神，在第一书记马志腾和驻村工作
队员刘超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作为供
电公司第三轮派驻的工作组，他们珍惜来之
不易的驻村机会，在广泛走访群众的基础
上，与村两委多次召开会议，先后到金乡、任
城、兖州、莘县及泗水各镇街进行考察，最终
确定了“调整种植结构，提高土地收益，增加
集体收入，带动群众致富”的路子。

工作组对大棚种植蔬菜、樱桃、草莓、
甜瓜、葡萄、火龙果等项目进行了认真的
比较，最后决定建设钢架大拱棚，种植便
于运输和储存的厚皮甜瓜。济宁市供电
公司高度重视和支持项目建设，投资15
万元建设拱棚4座用于瓜果蔬菜种植示范

项目。拱棚采取四膜覆盖早春栽培技术，
使用水肥一体滴灌技术，既节约了灌溉水
和肥料又保证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甜瓜
收获后可继续种两季蔬菜，大大提高了土
地产出。该项目预计可带动村集体年增收
5万元以上，将彻底改变村集体经济空壳的
现状。

人才是关键

为解决村民没有种植技术的难题，工
作组从村里选拔了任文志等3名年富力强
的村民担任技术员，带他们到金乡去拜师
学艺。村两委与技术员们签订协议，约定
甜瓜收获后扣除成本的收益，由村两委与
技术员们按照1：1的比例分成，并保证至
少给他们人均4000元的保底收益，以充分
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消除他们的后顾之
忧。协议还规定，如甜瓜示范项目成功，村
民有发展大棚甜瓜需要，技术员有义务进
行免费技术指导。现在3名技术员均掌握
了种植技术，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甜瓜苗
长势良好。

“我种了一辈子花生地瓜，头一回见村
里种大棚，种的甜瓜还长得这么好。”今年
68岁的西枣山峪村村民孙长安说，“我去看
过好几回，要是能成功，叫老大老二都回来
种大棚，马书记说了，大棚种好了比打工
强。”孙长安的大儿子在外打工积劳成疾罹
患腰间盘突出，现在不能干重活。

马志腾算了一笔账，一个占地八分的
大棚可栽植甜瓜苗1200棵，每棵能结2个
甜瓜，每个瓜大约5斤，每斤价格在3元左
右，拔了瓜秧还能种两季蔬菜。每个大棚
每年至少净收入2万元，每户至少可以管
理2个大棚，每年能纯收入4万元以上，和
打工挣钱相当，这样村民就不用抛家舍业
外出打工了。“我先做个示范，培养出技术
人员，探索出销售渠道，摸索出种植经验，

为村民铺好路子。村民看到希望了，自然
就返乡了，村民返乡了，产业就兴旺了。”
马志腾说。

规划要先行

发展产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
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能只看
眼前不顾长远。工作组通过广泛考察论
证，认为本村的岭地适合种植猕猴桃，于
是在村南流转了10亩土地，栽植了猕猴
桃，发展远期示范林果项目，探索一条适
合该村情况的果木种植道路。猕猴桃经
济价值高、方便管理，4年后可达到盛果
期，预计每亩地年收入在1万元以上。对
于习惯传统种植的老年村民，工作组帮助
他们引进了地瓜新品种。由种植传统地
瓜改为烤地瓜所用新品种地瓜，亩产量不
变，新品种地瓜每斤价格比传统地瓜高出
5毛钱，每亩地每年可增收1500元。

为了方便农作物运输和灌溉，工作组
先后投资100余万元，新增变压器布点一
个，安装井井通变压器一台，建设拦水坝
两座，对村文化广场进行了整修，为村委
会置办了电脑、打印机，改善了村委办公
环境。他们还整合产业扶贫资金15万
元，投资入股华村镇冷库建设工程，年增
加收入1.5万元。此外，他们计划今年再
发展4个早春大棚。

雨后的西枣山峪村一片生机盎然，在
这片希望的田野上，生机勃勃的绿色和村
民脸上洋溢的幸福交相辉映。市供电公
司驻村工作组的帮扶，如春风化雨滋润每
一位村民的心田。

市供电公司驻村工作组坚持宜农则
农、宜林则林的原则，坚持多渠道增收的理
念，坚持近期规划与远期规划相结合，多方
位改善种植结构，提高土地收益率。他们
的探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有益实践。

春风化雨润民心
——市供电公司派驻华村镇西枣山峪村工作组记事

◀泗水县人社
局驻苗馆镇郭家庄
村工作组积极探索
振兴乡村路径，依
托部门优势，用旅
游发展的思路搞农
业产业布局，高标
准规划建设了一处
猕猴桃产业园区。
图为包村工作组成
员与村干部商议产
业发展。
■通讯员 包庆淼

邢丙峰 摄

▶近年来，泗水县
杨柳镇持续加大土地
流转、土地托管工作力
度，发展特色农业种
植，引导农业品牌建
设，全力打造“杨柳西
瓜”“杨柳土豆”等农业
品牌，打出一系列强农
惠农“组合拳”，有效助
推农业增收、农民致富
的步伐。图为在老官
村高标准建设的冬暖
式大棚。

■ 通讯员 姚树华
桂秋明 摄

■本报通讯员 鲍清华

在泗水县圣水峪镇南仲都村却有这样一位
木匠，他46年来坚守在木工行业，精益求精、不骄
不躁，用初心和执着诠释着工匠精神，他就是今
年64岁的姚玉代。

姚玉代的父亲是村里出了名的木工师傅，18
岁时，姚玉代想要和父亲一样做木工活儿，但是
这一要求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家中兄妹8个，
如果姚玉代也外出做木工活儿，根本不足以维持
家中正常开支，不如到生产队去干活记公分更实
际些。就这样，姚玉代被安排到铁路上干推土工
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单位有一名木匠，这
激起了姚玉代内心一直想要干木工的想法，于是
他就凑工作闲隙帮着木匠干活。时间一点点地
流逝，姚玉代的技艺逐渐娴熟，内心想要做木工
活儿的信念也日渐坚定。在经历了半年的打工
生涯后，姚玉代选择回到家中，坚持要干木工活
儿。父亲拗不过他的那股执着劲儿，于是开始手
把手教他木工活儿。

18岁的姚玉代凭着满腔的热情和一股韧劲，
跟着父亲“走南闯北”，去农户家里打家具。70年
代的中国，做木工活儿一天可以赚1元钱，但是姚
玉代却选择要8毛，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积攒客
源，下次主儿家还会找他干活。慢慢地，姚玉代
也像父亲一样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木匠。与一般
木匠不同的是，他做家具从不在价格上与人斤斤
计较，他只求与实诚人做买卖、用精益求精为自
己赢得一个好名声。随着上门的顾客越来越多，
姚玉代就找了6个工人和自己的老父亲跟着自己
一起做家具。由于一向只求质量不求价格，姚玉
代的收入总比一般木工要少些，在年底为工人结
算工资时，他才发现自己没有工资给两个孩子买
过年的新衣服穿。眼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都高高
兴兴地穿上了新衣服，姚玉代的内心满是愧疚。
他找到父亲，将自己开给父亲的200块钱工资又
要了回来，带着两个孩子买了身新衣服。即便如
此，姚玉代仍秉承质量第一、价格第二的原则，默
默地干着自己衷爱的事业。

21世纪初，一股铝合金大潮刮到了农村，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用铝合金门窗，木工活儿逐渐被
取代。年少时和姚玉代一样学做木工的十几个
木匠以及跟着他打工的工人也纷纷转行，木工行
业逐渐呈现颓败趋势。眼看着活计越来越少，被
逼无奈的姚玉代也放弃了自己的专长，跟着别人
干起了装修。那年的夏天，姚玉代开着手扶拖拉
机拉着几个老乡冒着大雨往家赶，一不小心滑进
了路边的山沟里，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回到家
后，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他想：这个装修工作不
能再干了，我自己受伤事小，可是还连带着别人
的身家性命，还是得干回自己的老本行，虽然收
入少些，但是我自己的工作我干的自在。于是，
姚玉代放弃了收入还不错的装修工作，重拾旧
业，继续他的木工生活。

现如今40多年过去了，姚玉代的技艺越来
越精，口碑越来越好，客户越来越多。很多客户
都是经老客户介绍过来的，北京的、济宁的、县城
的……这些人大都是高端客户群体，他们懂技
艺，有文化，很多人都是拿着样品照片来找姚玉
代做家具。对于这些活儿，在能力范围内的姚玉
代会接，并且会精益求精地做好，坚决不负人所
托；做不到的绝不会“打肿脸充胖子”，冒然应允
别人。姚玉代的儿子姚荣旺自小耳濡目染，高中
毕业后也跟着父亲做起了木工活，为了能更好地
将木工技艺传承下去，姚荣旺近几年选择外出积
累资本和经验回来和父亲一样做一名地地道道
的木匠。在他看来，木匠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行
业，自己的父亲正是因为多年从事这一行业，才
备受村里人尊重。

“我现在60多岁了，我做木工活就图个名声，
我不知道客户家在哪，但是人家知道我家在哪
儿，所以做每件东西我都力求精益求精、问心无
愧。”姚玉代说。为了传承经典也为了与时俱进，
姚玉代出门总会带着一个小相机，不论走到哪只
要看到好物件，他就会用相机拍下来然后洗出来
照片，回家自己钻研。“如今村里的乡村旅游发展
越来越好了，来的游客也越来越稀罕技艺打造的
物件了，以后准备新建一个小院，把姚玉代做的
成品进行展示，让大家都知道传承技艺。”南仲都
村支部书记姚洪远说。

如今的时代，更需要像姚玉代这样一生只干
一件事、精益求精的工匠们，工匠精神也必将会
成为干事创业路上的必需品。

花甲老人的木工情怀

■ 本报通讯员 刘小超

草长莺飞的阳历四月，在去泗水县泉林镇上门认证的车
上，第一眼就会触碰到穿着整洁笔挺工作服的黄燕。40分钟
的车程，经过辗转打听，终于到达了认证的第一户，住在泉林
镇机床附件厂家属院的简宗昌家。

阳光正好，100岁的简宗昌正坐在轮椅上晒太阳，听力视
力大不如前的他见到黄燕竟向前倾了倾身子，他最小的儿媳
从屋里出来，笑着说：“小黄来啦，年年麻烦你，快屋里喝点
水。”“不用了，大姐，你把大爷的退休证、身份证、社保卡拿给
我。”黄燕边说边拿起手机给大爷照了张照片，核对完信息
后，旁边一起晒太阳的大爷不愿意了，开了腔：“你怎么光给
他照不给我照啊？”黄燕笑了笑：“照，这就给你照！”旁边的这
位老人也是黄燕的熟人，99岁的程步山，挨着程步山的就是
偏瘫多年坐在轮椅上的牛加祥。挨个认证后，最后是简宗昌
的儿媳，因为黄燕的到来也免去了进城认证的辛劳。整整一
上午，黄燕跑了10家，口干舌燥的她，喝一口泡的蒲公英水，
大半的疲劳随着氤氲的清香味散去了。

这是黄燕从事离退休养老金认证工作的第10个年头，如
今已42岁的她就这样走过了千家万户。中午，在泉林镇一家
小饭店里吃了点火烧，喝了一碗汤，黄燕就要赶往泉林镇周
边的几户人家。“剩了几户抓紧跑完，下午回去耽误不了上
班。”最后一户来到了泉林镇卞桥大集边上的一家超市里，这
家92年就经营的超市，在时光的磨砺下总是聚集着很多人在
这里追忆或向往。认证完90岁享受遗属补助的陈桂兰老人，
黄燕便在超市里手把手的教几个年逾6旬的退休人员下载

“济宁人社通”，“按照提示输入相关信息就可以进行认证了，
不光可以给自己认证还可以帮助他人认证。”黄燕说：“今年
推行手机App认证后，可以方便很多退休人员足不出户刷脸
认证，但是有很多老人，因为不会用手机、子女不在身边，还
有偏瘫面部无法转动的这部分人，以后仍然要继续上门服务
认证。”结束了此次泉林认证，黄燕数了数档案夹里的人名和
信息，顺便将此次认证群众咨询的一些其他社保问题：如社
保卡办理一年多没有领到、没有领到遗属补助等问题整理
好，又投入到了下午的工作中去。

据黄燕介绍，今年泗水县需要上门认证的有500余人，
居住在乡镇的大约有350余人，“像是城区的，东到杨家庄，
西到泉康小区，北到故县，南到火车站，我都是骑电动车去，
远一些的乡镇都是集中时间开车或者坐车去。”黄燕说到认
证感慨颇多，“工作10年，跑了多少路我不知道，但是入户大
概也有4万家了吧。给老人认证完，他们能及时拿到养老金，
跑再远的路也值得，作为社会工作者为老人服务是职责，让
老人在晚年活的有尊严有价值也要靠子女的孝心。”黄燕清
楚的是自己在工作以外，是女儿，也是儿媳。黄燕是泗水县
人社局普通工作者的一个缩影，她负责勤奋，怀揣着一颗柔
软心去服务每一个到来的群众，正是这种态度让她收获了快
乐和信心，也赢得了赞美。

近年来，泗水县不断完善离退休人员养老金认证方法，
在社区认证、委托认证、上门认证等常态认证方式的基础上，
今年又在全县重点推行“手机APP人脸识别认证系统”开展
认证工作，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将社保卡照片信息与待认证
离退休人员进行头像比对，确定认证结果。目前，泗水县参
保人数62.3万人，领取养老待遇12.67万人，下一步，泗水县
将进一步规范认证体系，结合实际不断完善认证机制，通过
手机认证、面对面认证、部门联合认证等方式，确保社会保险
待遇合理发放，维护社保基金安全。

风雨十年走万家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姚树华 刘剑）近期，泗水县集中精
力，大力推动环境突出问题大排查大整改专项行动有效开
展。截至4月19日，执法人员112人次、车辆28台次，检查企
业172家。

迅速部署。该县在国家、省、市各级环保督查结束后，迅
速按照国家、省、市环保督查机制和工作方式建立内部督查
制度，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从4月9日起，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为期两个月的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改专项行动。

深入排查。专项行动共抽调了16名业务骨干组成4个
检查组，对13个镇街、和开发区共84个网格深入开展大排
查。专项行动检查内容重点是对全县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
制度执行情况，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环
境风险防控情况，自动监控监测设施安装、联网及运行情况，

“散乱污”企业排查、取缔情况，涉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
企业治理设施安装运行情况，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情况，信
访问题的整改情况及上级环保部门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
况进行专项排查。要求检查组对每个网格的企业和环境敏
感点逐一到现场查看，各组每天检查企业不少于6家。

立行立改。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实行“一案双交”，由县环
保局和镇（街道、开发区）联合进行查处，并限期整改。对拒绝
整改或有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要坚决依法严厉查处，对涉嫌环
境违法犯罪的企业要及时移交公安部门查处。通过深入、细致
的排查，及时发现企业存在的环境突出问题，督促镇（街道、开
发区）落实属地监管责任，督促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促进
企业守法生产经营，确保该县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专项行动零容忍 担当践行新理念

泗水整改环境突出问题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孔杰）近日，泗水县华村镇人大组
织部分人大代表对全镇的山林防火工作进行了专题视察。
在视察过程中，代表们实地查看了该镇伏羲山、小安山、黄山
寨等山林防火情况，现场听取了山林所在村负责人及护林员
护林防火情况汇报。视察结束后，该镇人大组织代表在华村
镇人大代表中心活动室召开座谈会，分管林业的副镇长向与
会代表详细汇报了华村镇山林防火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
工作打算，代表们就山林防火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

华村镇人大

监督春季山林防火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桂秋明）为把建设宜居环境成为一项
真正的惠民工程，杨柳镇人大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改
进”，利用代表联系群众的良好基础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步伐。

镇人大代表走进西柳庄、郭家庄、夏李庄、岳家岭、小辛庄
等9个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开展调研，通过调查问卷、召开党
员群众代表会、入户谈心谈话等渠道收集民意诉求，梳理出重
点难题，及时向镇党委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反馈给镇相关
部门，督促部门抓好落实，真正做好了人民群众的“传声筒”。

杨柳镇人大

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工匠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