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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统领党建统领 振兴产业振兴产业

薛河村地处微山湖东畔，毗邻京杭大运
河，紧靠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北邻省级美丽
村居爱湖村，水陆交通便利。全村有169户、
779人，其中党员24名。村民多以水上运输、
捕捞和水产养殖为主，保留着最原始的渔村
风貌。但村集体收入微薄，村庄建设滞后，村
民居住环境欠佳。

振兴薛河势在必行。薛河村主动认领
“基层党建示范村”目标，围绕党组织建设、基
层治理、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满意度等开展
争创工作。支部作出实事承诺，党员认领岗
位职责，将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建设有机融
合在一起，使乡村振兴战略各项任务目标更
具体、更明确，有效压实村支部抓党建的工作
责任，最大程度激发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
统领各项工作取得新进步。

“地笼主要是用来网对虾、小龙虾和螃
蟹，一个 10米的地笼，市场价在 150 元左
右。如果以此为主业，一个人一年按照编三
四百个来计算的话，一家两三口人都干的话
一年能挣10多万。”薛河村党员刘威是一位
地笼编织能手，当他得知要带着大家致富，格
外振奋，他主动认领了帮助村里地笼编织户
进行统一培训、统一销售的党建目标任务。
为了做好地笼，刘威定期组织村里的编织户
进行编织技巧培训，带领编织户分析行情、开
拓市场。“目前，薛河村共有50余户、60多位
村民从事地笼编织，地笼不仅满足本地市场
需求，还主要销往辽宁盘锦和安徽淮南等地，
用在稻田地和池塘里。”刘威骄傲地说。

“渔村发展也要走出舒适区。”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韩伟介绍，为着力优化产业结构，街
道积极探索创新，全力破解以渔业养殖、船上
运输为主的发展瓶颈，通过“党支部+合作
社+企业+农户”的运行模式“筑巢引凤”，集
中打造农业生态观光采摘园，建设产业聚集
区，垂钓苑、留香桥、怡然亭、荷苑等休闲观光
产业和景点，围绕特色果蔬产业和精品渔业
养殖产业，大力提升发展地笼等渔具加工产
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9年薛河
村集体经济收入10万余元，在相关产业项目
带动下，预计今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30余
万元。

立足民意立足民意 改善民生改善民生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在城里也有自己的
房子，看到家乡变化如此之大，我很惊喜，这
不，把我家的小院重新又拾掇了一下，打算从
城里搬回来，和老伴儿在老家安度晚年啦！”
即将从教师岗位上退休的陈爱田，家住在薛
河村渔居路，谈起乡村振兴给村子带来的巨
大变化，他很激动很兴奋，满脸洋溢着喜悦和
幸福。

“村庄是村民的家，搞建设更要遵从民
意。”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马绪武
告诉我们，为搞好村庄建设，真正造福村民，
昭阳街道办事处和薛河村的负责人充分征求
群众意见、深入调研，充分了解到村民对家乡
的建设愿景，了解村民生活需求，同时结合薛
河村独特的地理环境，因地制宜将薛河村景
观、民居建筑与微山湖、京杭大运河自然风光
融合一体，突出“红瓦白墙”民居建筑风貌整
村打造。

“电线满天飞，着实碍眼。刮起大风来很
不安全。”调研中，工作人员得知了村民对电
线的改造需求强烈，遂邀请专业人员，结合村
庄建设实施了弱电入地工程，一改过去电线
满天飞的旧貌，还村民一片干净的天空。同
时实施了道路硬化亮化、村庄绿化美化、气代
煤和休闲广场等民生工程建设；以网格化管
理为基础，将整治前后效果拍照留存并进行
位置标注，制作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网络图，通
过村规民约、“门前三包”、村干部网格管理、
党员监督等方式，建立健全长效治理机制。

为改善村居环境，街道按照“五清一规范
一消杀”的要求，大力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实行网格化管理，总支主导、村（居）督
导，保洁员尽职尽责，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志
愿红”干在一线，有效提升了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水平。以党建目标认领工作为抓手，党员
主动认领环境卫生岗位职责，引导群众自觉
维护村庄卫生，带领村民集中清理“四大堆”、
路边沟边垃圾、小广告等，形成了党员干部群
众共同建设、共同维护美好家园的良好局
面。制定门前“三包”制度，开展美丽庭院评
比活动，通过“表彰一批，带动一批”的方式，
分批对美丽庭院评比表彰，在全村掀起创建
美丽庭院的热潮。同时建立长效机制，制定

整治成果交接制度，确保环境整治成果持续
巩固提升。

““四带一引四带一引”” 激发动力激发动力

“薛河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再加上
上下一心的科学带动与引领，乡村振兴指日
可待。”街道人大工作委副主任马春晓参与了
整个薛河乡村振兴建设的全程，她对薛河的
未来信心满满。她说，薛河建设重在“四带一
引”，即村支部带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带

动、园区企业带动、能人带动，强化班子建设、
人才建设，引导群众自我调整种养结构，不断
激发乡村产业振兴的内生动力。

为挖掘和保护薛河村渔乡文化资源，建
设了船模渔具馆，集中展示微山湖区船模、渔
具；成立周奉勇泥塑工作室，将渔家泥塑技艺
进行传承并把这种原滋原味的创作表演发展
成为特色旅游文化产业。同时，将薛河村优
秀的文化资源融入市场、转化为文化产品，打
造文化品牌，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品牌的跨
越，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游览观光。

在精品渔业养殖打造方面，薛河村在大
运河西岸有着2000亩的养殖基地，主要养殖
微山湖大闸蟹、小龙虾、南美白对虾和鳜鱼，
每年的大闸蟹产量可达到10万斤，小龙虾可
达到30万斤，渔业产量至少达到50万斤，产
值能达到800多万元。

在特色果蔬产品种植方面，薛河生态采摘
园占地100余亩，包括三个种植大棚和一个荷
苑，农业种植区和果树种植区。薛河村坚持绿
色生态种植及管理技术，从播种、育苗，直至成
熟，整个过程都不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等人
工合成物质，绿色有机生态。“我们的大棚不仅
生产当季蔬菜和水果，还种植了柠檬、百香果、
人参果、贵人果等不常见的果种。蔬菜水果的
销路很多，可以直接供应到周边超市，也可以
通过淘宝、微商和网红直播方式进行线上销
售，除此之外我们还增设了采摘体验，结合旅
游观光拓宽蔬菜水果销路。”薛河村村支部书
记周科永对村庄种植业如数家珍。他说，下一
步将统筹打造渔家特色美食体验区、村落民宿
群和薛河村段2公里运河观光大道，开发水上
娱乐项目，打造渔村水文化慢生活民俗休闲体
验区和水上儿童乐园。

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李霞 刘敬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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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桥划水剪荷花,薛河两岸晕晚霞。
盛夏雨后，薛河村笼罩在薄薄的水雾之
中，格外静谧安适：留香桥下荷叶婷婷，
怡然亭内村民两三，白墙黛瓦的民居置
喧嚣于云外，船模渔具馆内那船与网诉
说着悠悠岁月……

2019 年 6 月，微山县昭阳街道薛河
村申报省美丽乡村示范村；2020年积极
争取省乡村振兴“十百千”示范村和省第
三批美丽村居试点村建设项目；今年以
来，薛河村乡村振兴项目纳入了全县创
5A景区和大捐片区整体规划，以建设“生
态渔乡，宜居薛河”为目标，科学提出了

“一河两岸”的整体规划，集中盘活全村
文旅资源……如今的薛河村颜值高、产
业兴、村民富，处处洋溢着乡村振兴发展
的生机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