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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孔雅玮 李芹

近年来，曲阜市息陬镇坚持把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作为富民强村的重要抓手，聚焦
党建引领“一块田”等重点工作，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形成各具特色的“一块田”，围绕
土地规模化、集约化，成立“一块田”产业链
党建融合体，唤醒村集体“沉睡资产”，把“一
块田”当成村集体的责任田、增收的动力源、
展示形象的新阵地，撬动农业农村发展新动
能。

“花田”盛开“金银花”

走进北元疃金银花种植基地，阵阵花香
扑鼻而来，放眼望去，只见一簇簇金银花挂
满枝头，田间地头，采摘金银花的村民们忙
碌地穿梭其中，手法娴熟地将一朵朵金银花
摘下放入篮中，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北
元疃村“两委”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的形式，引进金银花培育种植项目，组建金
银花产业帮扶小组，为种植户提供技术管理
服务，党建引领“一块田”，带领村民定产种
植金银花。

“村里引来了好项目，俺们心里都乐开
了花。种植金银花的农户已经发展到50多
户，‘小田’也发展成了360亩的‘大田’，如
今，生活比这金银花还美呢！”村民张大伯笑
着说道。据了解，村集体以每斤16元的价格
回收鲜金银花，种植户每亩纯收入达1万元
以上。同时因金银花花期短、用工多，村里的
剩余劳动力也能就近务工增收。今年，北元
疃村又投资36万元建设了金银花加工车间，
制作金银花红茶和青茶，通过“线上直播+线
下订单”的方式销售，形成金银花种植、收购、
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条。

“稻田”化为“米袋子”

近日，在沂河岸边二张曲村的党建引领

“一块田”里，稻田插秧正在进行，一株株嫩
绿的秧苗“栽”入浅水中，为稻田披上了“绿
衣”。为进一步发展特色产业项目，不断壮
大村集体经济，二张曲村将村北紧邻河边的
闲置土地平整成水稻田，引入优质香稻品
种，实现了“科学生金”。

“我们村采取自种自营、统管统收的方
式经营集体‘一块田’，由2名村干部专职负
责，采取雇工和村内公益岗管护结合的方
式，轮番种植香稻和土豆。目前，60亩长粒
香稻已试种成功，预计每亩收入达6000余
元，村集体增收60万元。”二张曲村党支部
书记张军介绍道。

“菜田”打造“菜篮子”

在西息陬村的蔬菜大棚里，工人们忙得
热火朝天。黄瓜、辣椒、洋葱、土豆……一箱
箱绿色有机蔬菜正在打包，随后运输到各大
商超，进入千家万户。以农业提质增效、促

进群众增收为目标，该村党支部领办成立
了凤华种植专业合作社，立足村情整合土
地资源，建设高标准日光蔬菜大棚34座，
规模化种植多种果蔬。

合作社将村内农机手和种地能手吸
纳为合作社成员，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就
近就业、增收致富，解决了90余名老弱村
民就业，实现了“抱团发展”。目前有机
蔬菜种植基地发展到 3000余亩，在种植
蔬菜的同时，科学套种葡萄、草莓、苹果、
梨、樱桃等果树，实现了同步建设、同步
经营、同步收益，村集体增收近 100 万
元。

忙碌在田间的农户、扎根在一线的农
技员和指导服务的党员干部，共同探索集
体经营“一块田”模式，为息陬镇农业经济
行稳致远保驾护航，全镇农业现代化路子
越走越宽广，农业产业更加兴旺，农民腰包
更加殷实。

息陬镇

党建引领“一块田”田田开出致富花

■本报通讯员 韩歌

为保障“三孔”景区周边环境整洁有
序，曲阜市鲁城街道立足主战场、担当主
力军，多维发力提升交通旅游秩序，擦亮
城市文明底色，服务曲阜市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

文旅赋能，提升游客体验感

清晨的阳光洒向斑驳的明故城城墙，伴
随着“哒哒”的马蹄声响起，一辆仿古马车驶
入曲阜市鼓楼街。

“我们从孔府到孔林，坐在马车上，目之
所及皆是古树林荫，耳边是‘哒哒’的马蹄
声，小城的慢时光悠然自得。可惜路程太短
了，还没坐够呢，目的地就到了。”从广州来
曲阜旅游的张大姐说道。

曲阜明故城内游人如织，一辆辆仿古
马车行驶在古城街头，展现了独属于孔
子故里的文化底蕴。为了给游客提供更
好的体验，鲁城街道将曲阜文物古迹及
网红打卡地融入仿古马车运营线路，组
织 26 辆仿古马车、285 名人力客运三轮
从业人员，常态化参加文明从业培训，邀
请各部门专家，对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详细讲解，进一步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满足游客对“沉浸式
游览”的需求，激发文旅消费市场新活
力。

志愿服务，增强游客归属感

“你好，请问这里有没有碘伏？”“有没有
热水？”“最正宗的孔府菜去哪里吃？”在鲁城
街道阙里社区后作街学雷锋志愿服务岗上，

不少游客前来咨询。一个个“红马甲”面带
微笑忙碌着，有的忙着找碘伏、有的忙着倒
热水、有的忙着介绍曲阜非遗孔府菜。

为迎接假期旅游高峰，鲁城街道坚持党
建引领志愿服务，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为出发点，以全力锻造志愿
服务队伍为落脚点，围绕“三孔”景区，在后
作街、五马祠街、鼓楼街、静轩路设置固定志
愿服务岗、流动志愿服务岗、医疗志愿服务
岗30余个，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热水、寄
存箱包、紧急包扎等服务。同时，鲁城街道
因地制宜，整合当地152名外卖小哥，组成

“红骑手”志愿服务队伍，为外地游客送上自
制的“暖心服务卡”，开展“招手咨询”服务，
为游客提供景点、特色小吃、宝藏店铺等信
息。今年“五一”，“三孔”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34.7万人次。

红帆驿站，提升群众幸福感

“我们志愿者累了、渴了，就可以去社区
的红帆驿站休息。”阙里社区志愿者杜玉慧
说。红帆驿站既是基层党组织的办公地点，
也是志愿者、网格员、城管人员、快递小哥等
群体落脚、休息的地方，日常维护由社区干
部、党员志愿者、热心群众等负责。

“我们平时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只要
到了红帆驿站，都能第一时间给解决。”阙里
社区居民孔利说。红帆驿站里桌椅、饮水机、
图书、棋牌等设施一应俱全，具有业务代办、
休闲娱乐、调解等服务功能。借助这个平台，
社区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开设雏鹰课堂，解决
孩子放学无人辅导管护的难题；开展“青鸟”
志愿服务献爱心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多元化服务。

鲁城街道

让游客更有归属感

■本报通讯员 雷夫幸

曲阜市明文社区下辖绿城诚园、碧
桂园翡翠华府、瑞马国风3个小区，这是
一个崭新且富有活力的社区，不仅有年
轻化的社区团队，还是依托红帆驿站并
联合青年社会组织、新兴领域青年、青鸟
学子、团干部、青年志愿者等群体组成的
服务型“青春社区”，共同为社区居民提
供多样化、精准化的创新组合服务，激发
出社区无限的青春活力，实现了一场青
年发展与社区治理的“双向奔赴”。

“拓印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古老技艺，
至今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近日，在明文社区绿
城小区红帆驿站里，一场“古石新印 泥
艺寻踪”手工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在志
愿者的带领下，认真仔细地上纸、捶拓、
上墨，沉浸在拓片制作过程中，体会了拓
印带来的乐趣。

这是小雪街道明文社区联合曲阜
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展的“青春社区 伙
伴计划”服务项目，自今年1月明文社
区被列入“青春社区 伙伴计划”示范项

目以来，明文社区联合曲阜市青年志愿
者协会，聚焦基层社区青少年成长发展
等现实需要，开设武术公益课堂、“暖心
课堂”、植物拓印、儿童茶艺体验课、防
校园欺凌、亲子阅读等系列活动，同时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心理健康疏导、自
护教育、文体活动等志愿服务，助力辖
区青少年健康成长。截至目前，明文社
区已累计开展“青春社区 伙伴计划”活
动17场，发动青年志愿者95人次，服务
各类青少年群体300人次，服务时长达
50小时。

明文社区积极引导青年参与社区治
理工作，为社区治理注入青春活力。“多
亏了这些小青年，这么快就帮我们解决
了问题。”明文社区绿城小区24号楼居
民孔大棚对社区青年干部竖起了大拇
指。原来，孔大棚居住的楼栋总是闻到
异味，严重影响生活，于是他通过“幸福
里”线上App“随手拍”将问题反映给社
区。接到绿城小区业主反映的问题后，
社区工作人员深入一线走访调查，发现
在院墙外面存放着多个垃圾桶，紧接着
联系物业积极协调，多方商讨解决问题

的办法，最终物业自行购买垃圾清运车
完成小区垃圾清运，从此24号楼下再无
垃圾存放。

明文社区依托“幸福里”线上App
“随手拍”功能，采取“点单式”服务模式，
让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巡查工作中发现问
题并拍照上传，物业服务后台管理系统
可直接接收“订单”，居民有任何需求都
在“幸福里”App下单，社区网格员即刻
接单服务，后台同时对接单、办理、回复
情况进行全面监督并及时反馈，为居民
搭建了一个反映诉求、提报建议的平台，
解决公共绿地破坏、占用消防通道、邻里
纠纷等各类诉求230起，有效引导居民
从基层治理的旁观者、诉求者变为参与
者、行动者。

近年来，曲阜团市委充分发挥地方
特色优势，将青年力量通过共青团阵地
引领聚力，吸引更多青年向社区靠拢，着
力打造“青春阜约”实践品牌，通过“搭台
子”的形式，整合利用各类资源吸引青年
参与，让青年在家门口就能参加活动，真
正让他们“走进社区、留在社区”，成为社
区治理和建设的主力军。

小雪街道

在社区治理中写好“青春”文章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潘旭 星超）近年来，姚村镇立足“儒
乡福地·和美姚村”党建领航品牌，围绕“强镇、富民、兴村”一条
主线，让村党组织书记作为村级产业发展“掌舵人”，因地制策、
分类研判，助推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发展高质高效、乡村建设宜
居宜业、农民生活富裕富足。

夯基垒台强基础。该镇化庄村新进年轻委员1名，发展年
轻党员2名，更换年轻小组长2名，为组织建设增添新活力。抓
实落细“三会一课”“三务公开”“主题党日”等基层党组织制度，
严格村干部坐班值班，不缺岗、不漏人。采取“小马扎”讲党课
的形式，以政策宣讲、村庄建设、邻里纠纷化解为主题，开展“庭
院党课”2次，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思想根基。

凝心聚力抓民生。化庄村始终坚持以“服务群众、改善民生”
为宗旨，村里开设幸福食堂，解决孤寡老人就餐问题，日常开设雏
鹰课堂，解决留守儿童托管教育问题。两年来硬化村庄路面1.1万
平方米，加宽路面1100平方米，实现巷巷顺达、户户通畅，在全村
推行“街长制”，用好村内“红黑榜”，有效助推人居环境整治、“和美
化庄”建设，形成齐抓共管、长效保持的良好格局。对标先进，进一
步用活“信用+”积分超市，实现村民共建共促、共治共享。

发展产业促增收。化庄村收回被侵占多年的土地资产，收
回兖州林业拖欠承包款21万元，并完善承包合同，每亩承包金
上涨200元，增加集体收入。利用村沙土地的自然优势，引进
花生品种“花育60”并种植200亩，亩产可达500公斤，村民收
入增加60%。扩大中草药种植面积，种植白芷100亩、紫苑60
亩、丹参20亩，产业布局已经形成。下一步，化庄村将购置专业
化花生种植农机，打造500亩的花生示范园，建设中草药烘干
厂房，进行切片成品包装和网络销售。围绕“种植+加工+品牌”
的产业模式，形成“公司+合作社+农民”的联合经营模式，推动
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提档升级，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姚村镇

描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李继琳）6月6日早上，防山镇齐李村
西瓜种植大棚里，成排的瓜秧如绿色的瀑布一样映入眼帘，田
头摆满了封装好的西瓜，村民忙得不亦乐乎，娴熟地摘着西瓜，
通风透明的大棚里呈现一派忙碌景象。

“天热，西瓜才有好收成，才能卖出好价钱。”村民吴德玉手
捧西瓜笑着说。齐李村党支部书记牛中兴的手机响个不停，都
是要货的电话，为便于客户拿瓜，田头建起了临时仓库。牛中
兴捧着两只瓜如数家珍地说：“我们的‘金晶蜜’西瓜甜脆鲜嫩、
皮薄形美，瓜形小巧，在整个生长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肥料
用的是豆饼、豆渣、有机肥，浇水用的是微滴灌。我们的瓜秧不
是‘趴’在地上，而是‘站’起来的，吊蔓式的栽培，能够让瓜秧更
好地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可以增强光照面积，提高小西瓜的
甜度。我们村12亩西瓜种植大棚，每亩产量约4000公斤，既增
加村集体收入，又带动了农户在家门口就业。”

肥嘟嘟圆滚滚的西瓜，不仅为乡村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
彩，而且成为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甜蜜产业”。近年来，防
山镇在全镇创新实行党建引领“一块田”模式，因村制宜，培育

“一田一业”“一村一品”，推进齐李村小西瓜、纪庄村黄金梨、宋
家村樱桃、土门村花生油、钱家村草莓、程庄村玫瑰、刘家庄村
紫薯、胡二北村蜂蜜、尚家庄村大枣、石汪村面粉等十大产业齐
头并进，在全镇叫响“村村一块田、增收10万元”口号，实现富集
体、富农户。

防山镇

大棚西瓜收获忙
“甜蜜”产业促振兴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张云伟 翟彦婷）网格虽小但需要步
步丈量，事情虽小却关系千家万户。入户走访、政策宣传、隐患
排查、倾听社情民意……时庄街道的网格员们用耐心、细心默
默耕耘着社区网格这“一亩三分地”。

路面破裂存在安全隐患、机动车乱停乱放阻碍群众出行、
广场舞声音大扰民……面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网格员们
认真倾听、仔细记录、及时反馈，并协助相关部门进行处理，事
后还会对诉求整改情况进行回访。他们用心办事，用情待民，
把安全隐患排除在网格、大事小情解决在网格。

“闺女，这可怎么办啊？你能帮帮我吗？”正在社区巡查走
访的时庄街道网格员婷婷看到一位大娘神情慌张地跑来，经询
问才知道，大娘来儿子家做午饭，发现厨房水管严重漏水，儿子
出发在外地，儿媳妇去接孩子电话联系不上，这才急得大娘不
知如何是好。她赶紧跟随大娘回家，查看情况后，联系物业及
时进行了维修，才避免了居民家中更大的损失。水管修好后，
婷婷帮助大娘清理了屋内积水，收拾妥当后才离开。

社区内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平时子女不在身边，网格员便
成了他们的小助手。“我这个手机怎么没法给孩子视频联系
了？”“这个字怎么能调大一点？”“闺女，帮我看看我儿子给我汇
的钱到了吗？”这些问题是网格员入户走访时遇到最多的。面
对老人们的询问，网格员都会热情细心地帮助他们。闲暇时间
网格员还会跟老人们拉家常，不厌其烦地教给老人如何使用智
能手机，帮助老人交水费、电费，尽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小
问题。工作简单却需要辛勤地付出，事情虽小却拉近了与老人
们的感情距离，小区里的“蓝马甲”也成了老人们值得信任的

“儿女”。
穿上“蓝马甲”，做好贴心人。时庄街道积极探索网格化服务

管理新模式，持续合理地用好网格力量，以“服务有温度、办事有制
度”的网格化治理体系为抓手，构建更加完善的网格“微”力量。

时庄街道

小网格连接千万家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王裕虎）“孩子们都忙着
收麦晒麦，顾不上过端午，好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的‘闺女’陪俺一起包粽子、唠唠嗑，大家坐在一
起，粽子甜，心里更甜。”尼山镇鲁源新村的张大娘
笑着说道。

为进一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志愿
服务精神，营造端午节浓厚的节日氛围，6月7日，
尼山镇在鲁源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我
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

在图书阅览室，正在举办一场“书香曲阜 诗意
端午”主题阅读活动，主持人采用“好书推荐”形
式，推荐《楚辞》《传统文化之美》《端午的鸭蛋》《永
隔一江水》等蕴含文化内涵的好书，一起品味文化
馨香，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历史文脉。

幸福食堂的志愿者把提前泡好的糯米、红枣、
花生、粽叶等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大家围坐一起
齐动手，一折叶，二放料，三压实，四封口，五扎
绳。在包粽子过程中，大家互相交流包粽子的技
巧和经验，分享彼此的生活趣事。到了中午，大家
将承载着温馨祝福的粽子送给幸福食堂的老人
们，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增进了邻里感情，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
魅力，弘扬了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
尼山镇将继续以传统节日为依托，深入挖掘传统
文化内涵，让节日活动聚人气、有活力、可持续，以
真情服务暖人心、聚民心、筑同心，让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不断增强广大群众
的幸福感。

尼山镇

粽叶飘香 共度端午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武鹏）“孩子们利用假期
时间来社区和邻里们学习包粽子，感受与学校不
一样的温暖氛围，是非常有意义的体验。我也能
学习传统文化，增进邻里了解。”陵城镇学院社区
居民孔晓华说道。

为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邻里情
谊，近日，陵城镇学院社区举办了端午活动。“先把粽
叶卷成一个漏斗状，这样米就不容易漏出来，等会儿
绳子记得要扎紧一点，煮的时候才不会散……”活动
现场，学院社区书记狄晗作为粽子制作指导老师，
耐心细致地给大家讲解包粽子的步骤要领，老手
带新手，大家齐动手，在一双双巧手下，转眼变成
一个个诱人的粽子。通过包粽子的过程，孩子们
学会了合作与分享，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也学会
了珍惜和感恩。

“我是在学院社区租房的广西人，第一次参与
社区活动，感谢社区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体验传
统文化的平台，让我们在他乡找到了归属感。”社
区居民张博说。据了解，志愿者们将包好的粽子
煮熟，然后把包裹着爱心的粽子送到社区困难老
人家里。社区里粽味飘香，关怀和温暖也弥漫开
来。

陵城镇

“粽”享快乐 与你“童”行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谷思维）为进一步提高防汛备汛工作
人员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近日，石门山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本次演练模拟场景为：接市防指预警信息，受强降雨影响，
石门山镇韦庄水库水位达到汛限水位，超警戒水位0.3米，水位
还在急剧上涨，水库有漫坝危险，立即组织力量上坝抢险。

演练中，蓝天救援队立即带上器材驶向指定地点，将群众
和财产接到皮划艇上，转移到安全地方。抢险人员手持旗杆查
验坝后坡是否出现渗漏、裂隙和滑坡等现象。石门山镇民兵有
序开展坝脚护坡处理和抢筑加固子堰等抢险作业，直到险情稳
定。此次演练，各应急演练小组服从指挥调度，各司其职、配合
默契，达到预期目的。

通过演练，进一步强化了石门山镇防汛抗灾应急抢险工作
能力，在实战中完善应急预案运作规程，为汛期应急防汛工作
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石门山镇

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小麦覆陇黄，夏粮抢收忙，颗粒皆归仓。图为曲阜市书院街道的
联合收割机正在抓紧收获小麦。 ■通讯员 赵蕊 摄

““三夏三夏””一线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