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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梁山讯（通讯员 丁清源 王邦春
戚一品）昔日梁山好汉行侠仗义扬名海内
外。如今，在梁山县企业转型升级大潮下，
水泊大地上诞生一批新时代的“梁山好
焊”。在山东乃至全国劳务市场，一说山东
梁山的“梁山好焊”便让人放心，“梁山好焊”
这个叫得响亮的劳务品牌，在劳动者和用工
单位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既成为“就业名
片”，让劳动者安心就业；也充当“质量认
证”，让客户用得放心。

梁山县作为全国知名的专用车生产基
地，全县专用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已发展
到515家，企业产销两旺。全县从事专用汽
车及零部件加工的农民工等人员4万多人，
其中焊工的从业人员都在2万人以上，人均
年劳务收入10万元左右。“梁山好焊”为企
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许多农民进

入企业工作成为工人，使农民工增收致富，
助推了专用汽车及零部件加工企业的快速
发展。

水泊焊割有限公司的农民工王建珍、中
集东岳车辆有限公司的农民工李敬海两位

“梁山好焊”，分别于2015年、2020年被评
为“全国优秀农民工”。

近年来，梁山县人社局把打造“梁山好
焊”劳务品牌、提升劳务素质、增加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的重要举措。

强化领导，落实责任。该县成立了由县
人社局牵头，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推
进落实的“梁山好焊”劳务品牌技能培训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梁山好焊”劳务品牌技
能培训工作方案，落实专人负责培训，明确
责任主体，主动协助定点培训机构落实年度
培训计划，有针对性地开设“梁山好焊”劳务

品牌技能培训专班。
专业化培训，打造“梁山好焊”劳务品

牌。针对企业用工需求和农村劳动力培训
意愿，该县人社局精心组织，开展“梁山好
焊”劳务品牌建设，采取深入乡村、车间一线
培训、选派职业院校高水平老师授课培训等
措施，努力打响“梁山好焊”劳务品牌，促进
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提高“梁山
好焊”劳务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强化监督，确保质量。该县人社局加强
培训过程监督，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梁
山好焊”劳务品牌专项检查工作，通过实地
检查、现场询问、查看资料、电话回访等方
式，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和做好培训现场人员
信息核查，确保培训质量过硬。

加大宣传，做好督导。县人社部门与乡
镇基层人社所联合，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加大

对培训工作的宣传，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
植工匠文化。同时，加强工作调度，确保“梁
山好焊”劳务品牌建设有序开展。

强化跟踪，增加转移就业和劳务输出。
一方面，县人社局积极发挥公共就业机构和
定点职业培训机构职能作用，积极组织辖区
企业通过“技能培训+现场招聘”推荐安排
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定期组织举办专用车
行业专场招聘会，充分发挥网络平台作用，
在“水泊梁山人力资源网”开设“梁山好焊”
招聘专区，做到线上、线下互动，同步开展，
为企业和劳动者搭建好平台。

“梁山好焊”劳务品牌，为梁山县劳务经
济提质增效发挥了突出作用，每年培训专业
焊工3000人以上，并全部推荐到专业用车
行业企业就业，助推企业发展，叫响“梁山好
焊”劳务品牌。

“梁山好焊”架起就业“彩虹桥”

■本报通讯员 段伟伟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梁山县立足
实际、守正创新，精心打造“指尖、理论、情
景、移动、实践”五大课堂，深入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

指尖课堂 让学习形式活起来

充分利用“学习强国”“灯塔—党建在
线”等网络学习资源，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山
东干部网络学院“党史学习专题培训班”。
在“今日梁山”“梁山新闻”等媒体平台开设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党史小课堂”等专题
专栏，累计播发主题系列稿件500余篇，电
视播出党史专题内容100余期。用好“梁
山党建”微信公众号，开设“党史视频教育”

“党史上的今天”栏目，坚持每天推送，覆盖

党员干部4000余人。

理论课堂让学习氛围浓起来

县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中国共产党简
史》《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等指定书目，相继召
开2次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
会，高质量举办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读
书班，邀请省委党校、曲阜师范大学有关专家
来梁山开展“特约辅导”。在县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的示范带动下，全县各级党委（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立即组织开展党史理论学习研
讨，目前已开展228场次。开展梁山红色故
事征集，编撰《梁山红色故事》《中共梁山简
史》《梁山红色地图》等红色书籍6册。

情景课堂 让学习阵地热起来

注重用活用好红色教育资源，深挖本土

红色资源，依托梁山抗日纪念馆、独山战役
纪念馆、昆山县委县政府遗址等，利用节日
节点，组织全县70多个部门单位开展现场
教育，党员干部群众参与人数累计达1万余
人。结合讲授一次专题党课、开展一次学习
研讨、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观看一次党性教
育专题片、开展一次红色教育“六个一”红色
革命主题体验活动，引导党员做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移动课堂 让学习覆盖广起来

精心设计党史宣讲课程，结合送教下乡
活动为14个乡镇（街道）基层党员干部进行

“送史上门”，累计送教36期，培训5600余
人次。县委组织部牵头举办“红动梁山·我
心向党”微党课大赛，竞争选拔20名青年党
员干部组成宣讲团，激扬党史学习教育青春
风采，目前已讲授党课7次，涉及21个单位

400余名党员干部。充分发挥离退休老干
部优势，深入到社区、机关、学校等基层单
位，开展30余场精品宣讲，受众达1500余
人次。

实践课堂 让学习效果实起来

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贯穿党史学习教
育全过程，围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开展民情书记“三遍访”、民意诉求“三即办”
活动，累计走访群众 1.4 万户，走访企业
7096家，解决诉求524件。聚焦保障改善
民生，大力开展“民生水平大提升”“营商环
境大提升”“群众满意度大提升”民生指数

“三提升”活动，新增幼儿园学位1530个，中
心村卫生室20处，“订单式”培训技工323
人；推进“模拟审批”、“容缺办理”、网办秒
批，与周边2个县跨省通办，与6个城市签订
全省通办，“一业一证”覆盖50个行业。

梁山县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精心打造“五堂课”

本报梁山讯（通讯员 王丽丽）在梁山县
龟山河畔的幸福街社区，门口孩童嬉戏，老
人坐在休闲椅上，还有三五成群的人在河道
走廊上散步，水清岸绿，环境优美。现在梁山
的环城水系，河道水体清澈，岸上草木繁茂，
形成了丰富的生态自然景观，同时起到了排
涝、蓄水、小流域水环境调节等生态功能，有
效保障了南水北调过境水质的安全稳定。

龟山河原本是防洪河、排涝河，但是几
年前却成了臭水沟、排污河，不仅影响到城
市美观和沿途群众的生活环境，而且对南水
北调水质造成安全隐患。为从根本上解决
包括龟山河在内的河道污染问题，保证梁济
运河及南四湖水质安全，梁山县启动了环城
水系建设，将环城生态水系项目工程作为全
县重点工程和为民办理实事重点项目来抓，

从整个城市建设全局出发，统筹推进南水北
调水质保障、铁水联运、水质净化工程、城区
治污项目的同步实施，将环城水系综合治理
项目定位为改善城区面貌的市政工程、净化
水质的环保工程、防洪排涝的水利工程、居
民休闲的景观工程，造福百姓的民心工程。
环城水系建设项目自2016年 2月开工建
设，分三期工程实施。将梁山县城区东部的
梁济运河、北部的龟山河、西部的西环城河、
南部的流畅河四条河流全长29公里的水系
贯通，项目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
水理念，治、用、保齐头推进。

水环境方面，重在“治”。早在2015年，
对龟山河、西环城河沿线不断开展排污口调
查取缔工作，对河道沿线工业企业、养殖场
户进行搬迁，封堵排污口，有效控制了污水

直排问题。同时，对城区加大雨污分流治
理，加大市政工程投入建设力度，通过实施
污水截流，建设污水管网、实施雨污分流，对
老旧管道进行修缮等项目建设，将城区生活
污水全部纳入市政管网，进入城镇污水处理
厂集中处理，目前，城区生活污水收集率达
100%，彻底解决了城区生活污水直排入河
道问题。

水资源方面，重在“用”。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通过开展河道疏浚，对龟山河、西环城
河、流畅河原有河道进行了清淤拓宽、扩容
改造，提升了河道蓄水功能，2018年2月，
完成了河道疏浚，梁山境内的雨水、灌溉尾
水及中水已全部引入环城水系，非灌溉季节
拦蓄中水，灌溉季节用于农田灌溉，达到保
水、蓄水、蓄养水资源的生态功能，发挥了水

资源的最大效能。
水生态方面，重在“保”。“南水北调”东线

工程在梁山县过境，输水干线长36.5公里，
为确保南水北调过境水质安全稳定，梁山县
在水质治理方面下足了功夫。实施再生水循
环利用及环城水系、梁济运河、金码河、流畅
河人工湿地水质净化，采用“潜流湿地+表面
流湿地”的组合工艺，通过种植水生植物、生
态浮床、太阳能曝气系统等治理措施，进行水
质净化，进一步提升河道水质，确保环城水系
河水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

目前，环城水系北部河道全线贯通，形
成了29公里环城水系生态休闲走廊与58
公里的城市慢行系统。实现了四河贯通、山
水相依、碧水绕城的美丽景观，再现千秋古
韵水泊梁山。

梁山水环境焕然一新

本报梁山讯（通讯员 郑克华）“通过大家的努力，全村无一
处‘四大堆’、无一处围挡、无一处荒芜院落、荒片坑塘，村里越
来越干净。”韩垓镇靳楼村村党支部书记焦延杰说道。

靳楼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是梁山县上下齐心协力、埋头苦
干，用辛勤和汗水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经过半
年的努力整治，该县村庄环境干净整洁、规范有序，“脏乱差”的
现象基本消除，无害化厕所得到普及，农业生产废弃物得到资
源化利用，生活垃圾、污水得到有效治理，环卫一体化日趋规
范，村容村貌得到大幅提升。

该县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2021年为民办十件实
事之一和乡村振兴八大重点工作之一。今年以来，全县每月一
次召开现场观摩活动、现场办公会议，县级领导带队亲到一线，
走进小胡同，发现问题，举一反三，及时解决。每个月各乡镇
（街道）选择2个农村人居环境现状最差的村庄进行集中整治。
然后采取“2+1”（本月的2个整治村+上个月整治村中的1个
村）的模式进行全县现场观摩评比。从而发挥了典型引路、鞭
策后进的作用，达到了整治一个、成功一个的目的。

梁山县各乡镇（街道）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各
显其能，各出奇招。黑虎庙镇建立“红黄旗”制度，设立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流动红黄旗”，在全镇形成你追我赶、争先进位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热潮；韩岗镇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积极探索“党建＋人居环境整治”新路径；水
泊街道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使荒芜庭院、残垣断壁能到高
标准整治，有的变成了小广场、小花园，有的变成了精美的菜园
和苗圃，不仅环境变得靓丽了，而且增加了群众收入。

靳楼村越来越美了

本报梁山讯（通讯员 王成岩）马营镇倪楼村村民刘爱霞、
张广凤午后经常和家人一起到湿地公园散步，到镇驻地购买生
活必需品。群众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富裕。这得益于
马营镇坚持“工业强镇、生态立镇、旅游富镇”的总体发展思路，
通过解放思想、奋发作为，克难攻坚、抢抓机遇，全力打造环境
优美、功能配套、特色鲜明、管理有序的旅游休闲特色小镇。

与之前相比，马营镇在空间布局上，充分体现乡镇特色，该
旅游休闲小镇占地5.72平方公里，主要规划特色小城镇城市客
厅、旅游服务中心、果语水浒文创园、梁山泊遗址湿地、温泉康
养等11大类。

在空间上西部为游乐区、南部瓜菜种植区、东部林果种植区、
北部稀土产业园区。东部和南部以田园综合体建设为总目标，规
划多个农业项目群。北部稀土产业园区，着力打造百亿级新材料
产业集群和占地15000亩的“山东梁山稀土新材料产业园”。

近年来，马营镇小镇建设工作成效明显，群众满意度持续
增强，是山东省政府公布的第一批旅游休闲特色小镇。马营镇
居民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各种配套设施
建设种类齐全。截至目前，镇区雨污管网建设完成2.2公里，实
现联网成片，园区内完成管网8公里，和开发区雨污管网实现了
对接。对镇区重点片区、道路绿化亮化，启动镇驻地旅游街区
外立面改造工程。

马营镇

抢抓机遇 深耕特色

■本报通讯员 宋焕金

雨后夏天的傍晚，柏油路被冲刷得异常干净，绿油油的树
叶迎着微风，展现旺盛的生机，绿化带里五彩的月季，更加娇艳
欲滴；在家里憋坏了的小朋友们一窝蜂地冲出家门，在街上肆
无忌惮地奔跑着、嬉戏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村东的池塘
里，雨后的荷叶上布满了水珠，微风一吹，水珠如同粒粒珍珠般
在叶面上来回滚动，荷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已完全盛开……

如今的梁山县农村，环境整洁，空气清新，柳绿花红，这完
全得益于该县从2019年组织实施的“绿满梁山”三年行动，让
一个个村庄变得更美，为乡村振兴锦上添花。

“自从县里实施‘绿满梁山’行动以来，咱们老百姓真是得
了不少实惠，你看看我们村是去年的示范村，通过一番打造，我
们村现在是道路宽阔，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理想中的农村美
景，如一幅水墨画。很多城里的亲戚来到我们这里都不想走，
哈哈……”梁山街道邓庄村的邓祥柱高兴地说。近年来，梁山
县按照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联动，统筹城乡绿化美化，造
林绿化特别是村庄绿化工作成效显著。经过近三年的努力，12
个乡镇驻地面貌焕然一新，重点打造了森林乡村示范村91个，
重点村234个，村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给广大群众营造了一
个绿树成荫、花果飘香的人居环境。

绿满梁山

本报梁山讯（通讯员 王德栋）最近，大路口乡油坊村党支
部书记王德海一直忙着搞“联谊”，他想联合周边村组建金蝉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与企业合作在1100亩桃园发展金
蝉养殖项目，村集体投入金蝉种卵和围栏建设费用，长灿农业
公司提供土地、桃树使用权并负责日常经营管理，收益分成，构
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常态长效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

“按照一亩金蝉养殖基地每年至少能出1万只金蝉，每个金蝉
按0.6元计算，预计到2022年金蝉产出后，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
经营金蝉项目所得收入，与金蝉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红收
入相加，可达300万元。”党支部书记王德海精打细算地说道。

近年来，梁山县积极探索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将村党
支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同合作社的产业优势、市场优势相
结合，坚持产业发展到哪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跟进到哪
里，不断扩大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规模与影响力，真正实现了党
支部有作为、集体增收入、群众得实惠的良好成效。建强工作
体系。以指挥部工作体制推进，专门成立全县村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指挥部，先后召开成员单位会议、工作推进会议，举办专题
培训，实行周调度、月汇报、半年观摩工作机制，强力推进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坚持示范引领。全力打造108家示范
合作社，组织90余名示范社党组织书记到烟台乡村振兴学院进
行专题培训，县财政列支500万奖补资金，各乡镇（街道）和指
挥部成员单位联系包保66个合作社示范社，确保责任到人。成
立合作社联盟。整合多部门政策、资金、人才优势，共享资源要
素、有效规避风险，实现由“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目
前，梁山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注册252个。

梁山呈现108家示范合作社

6月28日，梁山县举办“奋斗百年路 启
航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合
唱比赛。全县18支代表队在县文化中心大
剧院一展歌喉，各参赛队员引吭高歌，纵情
抒怀，满腔激情，共同讴歌中国共产党的光
荣历史和伟大成就。衷心祝愿伟大祖国更
加繁荣富强，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伟
大祖国好的时代主旋律，彰显了“永远跟党
走”的坚定信心。

■通讯员 陈丽 冯传杰 摄

本报梁山讯（通讯员 梁纪宣）日前，梁山县纪委
监委充分发挥“廉政教育基地”“廉政宣讲活动”“廉政
微电影”三个载体的作用，大力加强村居（社区）干部
廉政警示教育，切实提升教育效果，为他们拧紧纪律
规矩“发条”，打好廉政警示教育“预防针”。

用好“廉政教育基地”载体，增强廉政教育感染
力。利用三天时间，集中组织全县乡镇（街道）村居
（社区）干部等900余人，分批到梁山街道姜庄廉德教
育基地、拳铺镇党员干部警示教育示范点接受廉政警
示教育。回顾了党的纪律发展史，系统学习了党内重
要法规制度，通过正面激励和反面警示相结合的方
式，教育引导他们牢固树立纪律规矩意识，切实做到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用好“廉政宣讲活动”载体，增强廉政教育渗透
力。为进一步拓宽廉政教育范围，增强宣讲针对性、
实效性，县纪委监委采取“订单式”“点单式”等方式，
组织宣讲团成员深入乡镇（街道）实地开展廉政宣讲
活动。紧密结合村居（社区）党员干部的思想和工作
实际，从发生在身边的违纪违法案例入手，对《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
内法规制度进行全面系统地解读，引导党员干部准确
把握形势，时刻自警自省、防微杜渐，不断筑牢拒腐防
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用好“廉政微电影”载体，增强廉政教育亲和力。
组织观看了根据梁山历史上的典型人物事迹拍摄的
《一分钱的故事》《亲民将军》等廉政微电影。通过电
影中生动形象的场景再现，让大家切身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清廉家风家训和老一辈党员干部艰苦
奋斗、廉洁从政、勤俭持家等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梁山县纪委监委

拧紧纪律“发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