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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汶上县南站街道如意花
园社区开展“入户走访暖人心 关爱老
人零距离”活动，将爱与温暖传递到独居
老人心中。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走进
老人家中，帮助老人打扫卫生，陪老人聊
家常，询问老人的生活状况、健康情况，
倾听他们的需求与心声。同时，叮嘱老
人夏季要注意身体，防止中暑，饮食要卫
生，不吃隔夜饭菜等。一句句问候、一声
声叮嘱，把关心送到了老人们的心坎
上。“谢谢你们常来看我，就像自家孩子
一样贴心！”78岁的独居老人王奶奶拉
着工作人员的手连连道谢。

此次活动，不仅为老人送去精神慰
藉，更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让尊老
敬老的传统美德在社区落地生根，营造
出温暖和谐的社区氛围。

（通讯员 杨雪莉）

日前，曲阜市息陬镇二张曲村稻田
里，两台插秧机正隆隆作响，一株株嫩
绿秧苗被整齐地“绣”入水田，60亩新
绿如约铺展。

种植现场，运苗、码放秧盘、栽秧等
一系列工作有序进行。整齐的田块里，
农机手熟练地驾驶插秧机，在平整过后
的农田里来回作业。随着插秧机来回
穿梭，秧针自动抓取一株株秧苗插播进
田块，全程机械化，十几分钟就快速完
成了一亩地的插秧作业。

“曲阜香稻”源溯周朝，盛于乾隆
时期，曾赢得“一家煮饭十家香”的美
誉。为延续这缕历史芳香，村支书张军
带领村民于2023年踏上破局之路。村
中党员干部亲自参与分苗、插秧，建起
仓储基地，购置脱壳、真空包装等设备，
形成从种植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条，
实现了村集体增收。这60亩土地，预
计亩产可达1000斤左右，一季便可收
获6万斤香稻。

“我们聚焦党建引领‘一块田’这个
重点，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引进优质香
稻品种，年产值预计能达到10万元。同
时，我们创新思路，在水稻收获后的空档
期，轮作种植土豆，这样盘活土地资源，
真正把曾经的‘沉睡资产’唤醒了，让‘一
块田’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田’。”二
张曲村驻村第一书记曹强说。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伟栋
通讯员 张志远）

晨曦初露，曲阜市王庄镇被煎饼的醇香唤醒。
花生与谷物在热气中化为面团，醇厚的焦香激荡着
千家万户的味蕾，这片土地独有的烟火气，就这样
随着晨光漫溢开来。

6月18日，走进曲阜千禾食品的现代化车间，
只见全自动煎饼机飞速吞吐，薄如蝉翼的饼皮在热
气中舒展；在104国道旁的褚魏村小院里，鏊子升起
袅袅白雾，巧手翻飞间，馅料与饼皮完美交融。从
田间麦穗到酥脆煎饼，两位“乡村振兴合伙人”——
孔勇与黄伟，正将传统美食酿成致富密码。

“咱的煎饼，用的是‘圣府粮仓’的优质小麦！”
孔勇提起自家的“孔府御贡”“金宏”牌煎饼，眼里满
是骄傲。在他的带领下，千禾食品年产煎饼120万
斤，产值750万元，60余名周边村民在家门口捧起

“金饭碗”，人均年增收3万多元。
而城北土特产中心的黄伟，则是另一位乡村振

兴路上的“领航员”。35年摸爬滚打，他将小作坊升
级为产供销一体的工厂，独创“公司+庭院”模式，让
百余名妇女足不出户就能增收。褚魏村的农家院
里，每年产出10万斤煎饼，带来40万元收入。直播
间里，销售人员潘数霞正热情地推介着香辣花生煎
饼，让王庄煎饼飞向全国各地。

“王庄镇通过大力推行‘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

将乡村人才工作与后备人才培育等各项工作相结
合，成功招引了一批像孔勇、黄伟这样能推动产业发
展、带动村民增收的合伙人，有效解决了乡村振兴过
程中人才短缺的问题，进一步释放了产业活力，最终
实现集体增收、村民共富。”王庄镇党委副书记毛长波
说。如今，王庄镇的“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正让越
来越多的村民搭上“致富快车”。在“能人带村，产业
富民”的实践中，王庄镇的“振兴之树”正抽枝展叶，让
共同富裕的甜香，飘得更远、更久。

6月17日，在曲阜市吴村镇龙尾庄村，曾经闲
置的老宅如今传出阵阵草药香气。数十名妇女围
坐工作台前，手指翻飞，将本地种植的艾草填充进
五彩绸布，不一会儿，一枚枚寓意吉祥的香包在她
们手中逐渐成形。

“以前种艾草，挣的是辛苦钱。现在村里办起
合作社，在家门口就能把这草药变成‘金疙瘩’！”
村民张大姐一边缝制着香包，一边笑着算起增收
账。依托本地中药材种植传统，近年来，龙尾庄村
将目光投向艾草深加工，让地里的“青苗苗”真正成
为村民口袋里的“金钥匙”。

为凝聚发展合力，村“两委”牵头成立了尾庄草

药香囊工艺品专业合作社，整合零散劳动力与闲置
农房资源，统一技术培训、原料采购与产品销售。
合作社采用“统一供料、分散加工、按件计酬”的灵
活模式，成功吸纳本村及周边45名妇女实现家门
口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约3000元。

小小香包不仅盘活了沉睡的村庄资源，更缝出
了一条特色产业振兴路。目前，合作社已开发出驱
蚊安神、节气养生等八大系列共30余款香包产品，
通过电商平台与企业合作销往全国。龙尾庄村的成
功实践，为吴村镇发展“一村一品”提供了鲜活样板，
周边多个村庄纷纷前来“取经”，谋划引入类似加工
项目。

曲阜市王庄镇：能人带村，产业富民

煎饼香里飘出致富密码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伟栋 通讯员 张雪艳 曹楠

小小香包缝出致富路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伟栋 通讯员 苏执力

集体耕种一块田

二张曲村稻路宽

关爱老人 安全度夏

日前，鱼台县张黄镇武台村下派的第一书记紧
紧锚定“保丰收、促生产”的目标，凭借创新工作机
制、整合多方资源以及深化为民服务等有力举措，形
成了三大独具特色的工作方法，全力以赴推动夏收
夏种工作高效开展。

创新推行“网格化+全天候”的安全管理体系，精
心组建起一支由12名村干部与党员志愿者组成的专
业巡查队伍。这支队伍对全村的农田、农机作业区域
以及运输要道展开了全面细致的地毯式排查。实行

“早巡查、午督导、晚复盘”的三时段巡查制度，同时建
立隐患问题台账，明确具体的整改责任人和整改完成
时限，确保在秸秆禁烧、农机安全等重点领域出现的
风险能够“一经发现，即刻整改”。在夏收期间，累计
开展巡查达49次，顺利完成7处隐患的整改工作，成
功实现夏粮颗粒归仓。其相关经验做法得到了镇党
委的通报表扬，成为可资借鉴的范例。

面对沟渠淤塞给夏种带来的阻碍难题，迅速启
动“应急整治+长效管理”双轨并行机制。及时调配
两台大型挖掘机，并组织15名村民展开集中攻坚。

仅耗时48小时，便顺利完成了800余米主灌溉渠的
疏通以及3处损毁渠段的修复工作。与此同时，建
立“村干部包段+村民义务管护”的分段责任制，通
过定期巡查、分段维护的方式，彻底打通农田灌溉的

“最后一公里”，使全村1700余亩耕地均受益，为夏
种工作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障。

构建“线上+线下”的立体化服务网络。在线上，
依托村广播、微信群实时推送气象预警信息以及种植
技术指导内容；在线下，开展“敲门行动”，挨家挨户摸
排农户需求，进而精准制定抢种方案。此外，成立党
员助农服务队，为留守家庭、种植大户提供农机调度、
农资代购等贴心的“保姆式”服务。在各方协同努力
之下，夏收工作提前3天圆满完成，夏种进度现已达
到98%，切实跑出了农业生产的“加速度”。

武台村第一书记以扎实稳健的工作作风、新颖
独特的工作方法，切切实实地解决了群众面临的急
难愁盼问题。这不仅为全年农业生产夯实了基础，
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树立起基层帮扶工
作的崭新标杆。

通讯员 刘杰

扎根田间纾农困 实干担当护“三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