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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武旭
本报通讯员 谢春玲 苗雪梅

“各位老铁，咱们的产品都是选用的上好枣
木，我们村有300多年的木匠历史，手艺绝对没
得说……”每到傍晚时分，太白湖新区石桥镇苏
庄村的苏士静就在“快手”平台上开始直播，在他
的工作室里，茶海、根雕、手把件等作品把空间堆
得满满当当。“以前我是单兵作战，现在村里帮我
成立了木工合作社，党建+合作社，带着村里30
多人一块干。”苏士静说，自从有了合作社，以前
不能接的大批量单子现在也能完成，自己是越干
越有劲头。在苏庄村，以“党建+”为特色的基层
党组织建设正焕发出巨大活力：“党建+土建木工
队”，党支部建在打工队伍，党员带头出门务工致
富，让单打独斗的小团体成了有资质承接大项目
的专业团队，让苏庄“木工队”成为远近闻名的

“富裕队”；“党建+股份经济合作社”，留守在村里
的妇女们种起大棚，也成为家庭增收致富的一支
新军。

苏庄村的故事是石桥镇创新基层党建思路、
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石桥镇
紧抓“党建”主心骨，以“党建”全面统领镇域建
设，基层村居，主题党日、民主生活会落到实处，
党员找回荣誉感、责任心，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充
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代表的作用，管住

“钱袋子”，解决“千家事”，以公开、透明、负责的
态度把党员的形象、支部的威信立到群众心坎
上。在城市社区，建立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
民小区、网格红帆驿站等组成的服务阵地体系，
形成覆盖面广、惠及者众的全域党建服务圈，有
力提升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和服务群众的能
力。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在济东新村
社区建设了党群服务中心，在12个居民小区打造
了“红帆驿站”。济东新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主
体建筑两层，共计1248平方米，太白湖新区党工
委组织部、石桥镇党委精心设计打造了社区党
校、儒学讲堂、党员教育室、图书室、书画室、文体
活动室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功能区块。社
区党建工作以党群服务中心为活动阵地，提供专
业化、智能化、零距离的服务，拉近党群、干群距
离，并协助政府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
格局，实现群众自治的目标。

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自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桥镇召开党委专题会
议，贯彻落实省、市、区（党工）委部署要求，领会
党史学习核心要义，及时召开全镇动员大会，对
全镇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成立以
党委书记任组长的镇党委领导小组和以各支部
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的支部学习小组，为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做好组织保障。集中开展学习，坚持党
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不放松，组织党史学习教育读
书班2期，开展集中学习6次；结合主题党日、三
会一课等活动，组织科级包保干部深入包保村
庄，开展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活
动。线上线下结合，丰富教育形式，结合每月每
村放一场电影活动，在各村文化广场轮流播放爱
国主义、红色经典题材电影；遍访农村老党员、老
干部，组织3支镇文化演出队编排红色题材特色
节目；在政府公众号开设党史学习教育专栏，每
日推送党史学习内容，及时进行动态更新。

把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
穿党史学习教育的始终，围绕巩固脱贫攻坚、推
进乡村振兴、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治理水平、转变
为民作风等方面，认真梳理问题，开展专项行动，
重点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办好一批民生实
事、推进一批民生项目，确保让群众看得见、用得
着。开展疫情常态化防控，镇村合力推进群众新
冠疫情接种工作，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保驾护
航；推动济东社区十二条道路翻建、亮化工程尽
快完成，方便群众出行；兴建农田水利项目和维
修排灌站疏浚工程，确保汛期之前全部完工；为
辖区居民统一集中投保的“一元守护”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救助保险项目已正式生效。围绕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补短
板、强弱项，对通过政务热线、民意“5”来听等征
集到的民需问题，归纳整理后，以任务形式分解
到各管区，形成管区牵头负责，部门协调配合的
联动工作格局。

下一步，石桥镇将紧扣党史学习教育阶段要
求和部署安排，确保“规定动作”不

缺位、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
色、有实效，严把学习标准

和质量，切实担负起党
史学习教育主体责
任，把党史学习教育
转化为推动区域
高质量发展的实
际成效。

■本报记者 武旭 本报通讯员 武海涛

乡村六月，麦田飘香。
一片片涌动生机的田野、一个个秀美整洁的村庄、一户

户忙碌的农产品加工企业，都在释放着崭新的活力，化为跃
动的音符，奏响乡村振兴的动听旋律。

今年以来，石桥镇党委政府坚持以中央“三农”工作会议
精神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市区综合考核暨干部队伍建设会
议精神，突出抓好各项重点工作、重点任务和重点项目，全面
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抓项目，推进乡村产业兴旺
着力抓好重点项目建设，牢固树立起步就是冲刺、开局

就是决战的意识，上紧发条、开足马力，盯紧任务、精准发力，
破解影响重点项目建设的卡点堵点，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努
力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石桥镇对市、区、镇级重点项目建设实行挂图作战和“三
单一账”工作机制，即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和
工作台账，严格落实“六个一”项目包保制度，每周定期由各
项目负责人做总结汇报，每月对各项目推进情况进行全镇通
报。截至目前，登丰里社区回迁已完成朱庄选房上房工作，
高庄已完成选房，近期将办理上房结算；兴隆、辛店等四个土
地治理项目已完成招标，其中一标、二标段正进行标高测量，
二标、三标、四标正在进行施工区域附着物清理。

强农业，让百姓腰包鼓起来
鼓励发展壮大村居集体经济，增强村居造血功能，对于

实施土地流转、租赁闲散农房、提高集体建设用地价值的村
居和村干部，给予一定物质奖励，全面提升群众和企业的获
得感。

试点集体土地流转，村民在自家土地“打工”模式取得实
效，陆桥土地流转种植牛蒡项目成功实现村民工资、分红双
收入。积极打造科技示范点建设，与快递企业联手打造“中
通·儒道”电商直播和培训基地，开展“快递+电商”技能培训
4期300余人次，计划今年完成3-4个特色农产品品牌推
广。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投资1.7亿元的三强生态农牧园一
期200亩的奶牛养殖牧场已建设完成，正在进行600亩的科
技生态种植观光园建设。

兴文旅，培树文明乡风
石桥镇人文历史氛围浓厚，2020年，围绕古泗河治理和

张桥示范片区建设，成功打造了泗河文化广场、泗河印象馆
等文化设施，建成孙扩图乡贤文化纪念馆。

今年以来，该镇积极对接新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完善
旅游线路景点，全力打造张桥乡贤文化小镇，充分发掘张桥
乡村振兴片区浓厚文化氛围，通过对华野第一、第四纵队在张桥渡口完成“鲁南大突围”红
色历史事件发掘，以泗河沿岸红色历史为核心，投资1000万元建设“鲁南大突围”红色广场
项目，目前已完成桩基及圈梁建设，预计7月初建成竣工。项目建成后，红色文化与乡贤文
化、古泗河传统文化交相辉映，既丰富了石桥镇文化内涵和文化品牌，又有利于打造周边近
郊闻名的红色教育基地、廉德教育基地。并以此为契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新时
代文明实践倡树新风行动，弘扬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浓厚情怀，进而推动全镇精神文明建设
开花结果。

优生态，打造美丽宜居乡村
统筹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污水设施改造、“厕所革命”、危房改造等民生工程建设

查缺补漏，加快推进农村畜禽养殖和黑臭水体治理，109户畜禽养殖粪污设施改造已完成
60%，对上报的21个黑臭水体点位逐一排查，制定一塘一策，针对石桥镇地势低洼水位高
的特点，坚决摒弃填埋措施，综合评估水质和底泥状况，科学制定清淤疏浚方案，目前21个
黑臭水体点位已全部整改完毕。

进一步建立完善农村环境治理长效机制，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在新闸、辛店绿满乡村建设项目中，坚持规划融合群众意愿和村庄实际，试点乡村建设“三
不补”经验，注重突出农民群众主体地位，激发群众内生动力，通过压实新任村干部责任，掀
起新任村干部干事创业激情等方式，加强政府与广大群众的沟通，通过村两委干部主动做
工作，对绿满乡村工程清拆不作补偿、让地不作补偿、地上附着物不作补偿，绿满乡村工程
完工后，交由村集体运营，成果由村集体群众共享。

重平安，促进全面乡村振兴
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严格落实行业、领域“两张清单”制

度，持续开展企业、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问题123
项、消防安全隐患1432条，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355份，行政处罚53家，警告51家，处罚2
家，所有问题目前已全部整改完成。健全信访预警网络体系，严格落实重要时间节点信访
安保维稳工作，对重点人员分类建立基本信息表，坚持每日动态调整重点人员信息及动向，
提前做好镇村干部一对一包保方案，确保各级重大活动期间社会和谐稳定，乡村振兴在安
全平稳中推进。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实施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改革，要创新，更要攻坚
破难，今后的工作中，石桥镇将着力构建“重点突破、系统推进”的改革创新机制，汇聚社会
各界的力量，坚决把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朝着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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