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干事创业好班子”“全省先
进基层党组织”“全省平安家庭示范
村”……在惠民县皂户李镇康家堡村
的荣誉室，已经摆上了不少省级表彰
的奖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到慢
慢赢得关注、打出品牌、成为发展标
杆，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扶
老托幼、移风易俗等工作的落地实施，
让这座鲁北小村完成了蜕变。去年，先
后有160多个团队来村里参观考察。

“今年的哈密瓜快熟了，到那时创
业园里一定瓜果飘香。”望着这座村
庄，刘连成有些难舍。在过去的两年
里，他担任驻康家堡村“第一书记”，与
村民朝夕相伴。他的付出赢得了村民
的信任，“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能为老
百姓办几件称心如意的事儿，付出再
多也值得，这两年也不算白来。”他说。

全市首个“孝善食堂”落
户康家堡，助推孝善文化蔚
然成风

镇上称二十斤肉，村里大棚现割
三十斤有机韭菜，调好的饺子馅儿红
绿相间，已经勾起人肚子里的馋虫。4
月6日，在康家堡村的“孝善食堂”，一
大早就有二三十位老太太凑在一起，
热火朝天地包起了饺子。“中午孝善食
堂改善伙食，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吃
饺子！”一位大娘忙活着择韭菜，喜滋
滋地对记者说。

2018年，在市民政局的帮扶下，康
家堡村“两委”按照“村里出一点、社会
捐一点、个人拿一点”的原则，创办了
村党员干部带头义务参与、老年志愿
者参与服务的互助型养老模式。去年7
月建成启用的“孝善食堂”，就是全市
首个互助型养老食堂。这是刘连成去
年赴南方学习考察后，带回来实践的
新模式，为了建食堂，他还自掏腰包捐
赠了5000元。

“村里 70 岁以上的老人有 74 人。
我们的孝善食堂为这些老人提供午

餐，每餐按一块五的标准收取费用，对
80岁以上老人实行免费就餐。另外，将
不满 70 岁的五保人员也纳入了服务
范围，由村集体做好兜底保障，切实解
决了留守老人吃饭问题。”刘连成说。

每天午餐的标准是一荤一素一
汤，营养搭配；每个月有两天是改善生
活日,饺子、排骨、炖鸡，让老人们免费
敞开吃；聘请了村里专门操办红事儿
的大厨来掌勺，手艺没得说；有时候老
人和媳妇们也会帮忙打打下手，其乐
融融。在烹制一锅好菜的同时，孝善食
堂增进了村民的交流，气氛格外和谐。

“食堂办了快一年了，每天都有五
六十人来吃，村民们都赞不绝口！而且
村民会自觉来食堂打扫卫生，真正体
现了食堂的孝善主题。”刘连成说。食
堂让老人们吃得健康、丰富，也解决了
外出务工村民的后顾之忧。

培植引进新项目促致富，
不断为村民添置福利“大礼包”

食堂“开张”的快一年里，村集体
每个月补贴4000元，这笔钱确确实实
花在了村民的心坎儿上，而这也多亏
了村里有了集体收入。“2017年村集体
收入达到了三十万。村里富了，也能给
村民们办些实事儿了！”康家堡村党支
部书记康希良说。

近年来，康家堡村丰富了原先较
为单一的苗木、瓜果、蔬菜品种，发展
高经济价值作物。同时，美丽乡村建设
之风也吹进了康家堡村，墙面美观了、
绿化养眼了、道路通畅了，村容村貌有
了大的改观。在此背景下，村集体也探
索流转土地，成立了惠民康庄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和果蔬合作社，大力发展
林下养鸡、金蝉养殖、大棚采摘项目，
打造融旅游采摘、农家乐于一体的“旅
游+农业”模式。

而刘连成希望带给康家堡的，是
更大的效益、更多的福利。“村里在原
先九个高标准采摘大棚的基础上，又

筹集资金新建了五个，种植了甜宝草
莓、富硒西瓜、哈密瓜等有机果蔬，并
新培育发展了热带观赏鱼养殖项目大
棚一个。流转了200亩土地，分别建成
苗木示范林种植基地和金蝉养殖基
地。组织了村里的致富能手等 20 人，
成立了康家堡村经济发展委员会，组
织村支部班子和群众代表到威海、济
南等地考察大棚种植项目，学习借鉴
外地致富经验，提升种植效益。”刘连
成说。

一系列举措开阔了村民的视野，
也打通了村民致富的路径——咬一口
赛蜜甜的甜瓜和富硒西瓜已经成了不
折不扣的品牌；草莓采摘和林下养殖
项目已经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品绿色
瓜果，享采摘乐趣，过健康生活”逐渐
成为一块响亮的旅游招牌。2018年，全
村人均收入达到 2 万元，全年村集体
收入破百万元。

如今的康家堡村，已经从“一穷二
白”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推动全村的民生
事业翻了身。“村民们的两千亩地随便浇，
费用集体买单！还新安装了路灯，新修了
健身广场，配上了大屏，扭秧歌、跳广场
舞也能高大上。哪家哪户遇到困难，我们
也会上门慰问，尽量帮扶。”康希良说。

以“民政为民”的理念，带
给康家堡村新气象、新风尚

致富的路子是实打实的“真金白
银”，孝善文化成为村庄和谐、文明氛
围的又一道底色。刘连成这位来自民
政系统的“第一书记”，还希望以“民政
为民”的理念，带给康家堡村新的气
象、新的风尚。

就在不久前，康家堡村的一对“准
新人”，在村里建成不久的婚庆主题公
园，拍摄了记录爱情的婚纱照。而这也
是全市首家婚庆主题公园，不仅成了
拍摄婚纱照的绝佳外景，也是举办公
园婚礼的最佳场所。“我们希望公园的
建立，能够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倡树文明新风，让村民摒弃婚礼陋习、
弘扬文明新风。”刘连成说。

自2017年开始，康家堡村的移风
易俗工作，就已经走在了全县前列。村
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倡导婚丧从简，
村集体专门购置了丧葬用品，提供给
群众免费使用。刘连成告诉记者，村里
的丧事由原来的3天缩短到1天，开销
由原来的一万余元下降到现在的不足
千元，村里还从集体收入给予1500元
补助，群众基本不花钱。目前村里成功
引导了十多户群众简办丧事，切实减
轻了群众负担。

刘连成还给村民们办了一件实在
事，就是建成了全市首家农村儿童之
家——一方面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
导，减轻家长教育辅导压力；另一方面
通过书法学习、兴趣手工等小组活动
挖掘孩子们的爱好特长，为孩子们营
造一个更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如今，
包括孝善食堂、农村儿童之家等民政
工作，已经作为成效斐然的样板，在全
市各县区推广。

村里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风
也有了更积极的改善。眼看着康家堡
日新月异的变化，不仅让村班子更有
劲头，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更让
村民们的“腰杆更硬”，自豪感、获得
感、幸福感更足。

4 月 18 日,刘连成任满考核的那
天，群众也难舍难离。“刘书记给我们
办了太多好事，永远忘不了。”村里的
群众说，“希望他没事常回村里看看。”
村民最懂得感恩，干部为村里作了多
少贡献，老百姓都“门儿清”。“只要给
老百姓办了真事儿，就一定能赢得认
可和信任。”刘连成说。平时他走在村
里，村民见了都会喊他进家喝口水，把
他当成贴心的“自家人”。

收拾好住了两年的房间，刘连成
从村里带走的，惟有一条厚棉被。“对
门的乡亲给我做了床被子，在他们老
两口家吃了一年多的饭啊，留这条被
子，也留个念想！”刘连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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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连成：

“能为老百姓办几件事儿，这两年也不算白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默 樊飞 通讯员 安晓东 报道）白
鹭湖片区是滨城区市东街道致力
提升城市品质的片区之一。近年
来，通过大力招商引资、发展现代
服务业、创城环境整治，区域社会
经济迅速发展，环境面貌焕然一
新。白鹭湖的建成不仅改善了东
区市民生活居住环境，带动了周边
土地价值和社会整体效益，更加提
升了东区作为滨城区新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的灵性和城市品质。

白鹭湖是全市“七十二湖”之
一，北临黄河十五路，南接黄河十
二路，西靠渤海一路，东临东海一
路，地块东西长约 740 米，南北长
约1380米，规划总面积约48公顷，
其中水面850亩，湖岸线全长5980
米。景区内设计有亲水平台、广场
喷泉、广场雕塑等景点。白鹭湖是
城市中心区的滨水公共绿地，生态
景观营造、商业设施建以及服务设
施成熟完善，是集生态调节功能、
经济拉动功能、社会服务功能于一
体的滨湖景区。

白鹭湖片区为东区提白鹭湖片区为东区提““颜值颜值””增增““气质气质””

秦皇台办起职工趣味运动会

近日，由滨城区秦皇台乡工
会、团委主办的“风采健身，携手共
进”职工趣味运动会在乡大院拉开
帷幕，来自全乡8 个单位的200 多
名职工选手报名参赛。

运动会主题为“我精彩、我运

动、我快乐”，比赛集趣味性、娱乐
性、协作性和竞争性于一体，共设
置了飞镖、踢毽子、跳绳、拔河、托
球跑、篮球、背夹球、自行车慢骑等
比赛项目。（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邵一娟 通讯员 张志刚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刘建勇 报道）“这两个氧气瓶
的压力表是坏的，应当及时更换。”

“变压器门口的挡鼠板不足 50 公
分，存在安全隐患。”……

5月21日，滨城区北镇街道聘
请的安全专家又一次来到华纺股
份有限公司“现场挑刺”。公司负
责人不怒反喜：“有你们帮忙盯着，
我们放心多了。”

北镇街道地处工业重地，老旧
小区混杂，大企业与小作坊兼有。
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因老旧的厂
房、落后的安全观念、薄弱的生产
基础等存在着安全隐患。

街道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
中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无人管、不

会管、管不好”的难题，通过聘请专
家为企业“把脉问诊”。专家们深
入生产车间、工作一线进行现场检
查，对企业在日常管理及生产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向企业负责人提出
整改建议并进行专业指导；对检查
中发现的设备设施、安全设施、工
人现场操作等存在的问题形成隐
患检查报告。

检查结束后，街道根据隐患检
查报告及时向企业下达《安全生产
隐患整改通知单》，并进行复查，督
促企业彻底整改到位。

这次安全专家查隐患，共检查
重点监管企业 20 余家，检查出安
全生产隐患 125 条，下达《安全生
产隐患整改通知单》16份。

“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我体
验了一把，终于挺过来了！”5月25
日，在樱桃园采摘的贾春雨难掩喜
悦。

2012年，家住邹平市黄山街道
东景村的贾春雨，承包了西董街道
30亩农地，计划种植樱桃树。“投资
大”“前景不好”……一开始，家人

和朋友都极力反对。贾春雨没有
气馁，聘请专家分析土壤和气候种
植条件，外出学习种植技术，翻阅
各类樱桃种植图书……经历过资
金中断、死苗、果树花期气候突变
等种种困难，最终，他在种植的第
7 年获得了丰收。（滨州日报/滨州
网通讯员 郭海涛 摄影）

“我的樱桃丰收了”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任玥颖 报道）“真是没寻思这
么快就能拿到营业执照。”前来滨
城区市西街道为民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业务的张女士称赞道，“只用
跑一趟，这办事效率杠杠滴。”

这是市西街道积极擦亮“最多
跑一次”品牌带来的变化。在为民
政务服务大厅内，各个窗口部门大
力实行服务全进入、窗口全功能、

流程全优化、代办全覆盖、首办全
负责、邮寄服务全推行的“六全”服
务模式，行政审批持续提质提速提
效，超七成高频服务事项实现了

“办事一次成”。
今年以来，市西街道政务服务

坚持固化办理标准，简化申报材
料，细化办事指南，优化办事程序
的原则，持续提高辖区居民的幸福
指数。

近日，邹平市民政局开展了
“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对
106名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及重点困境儿童进行集中

走访，并为每个孩子送去200元慰
问金和学习用品。（滨州日报/滨州
网通讯员 摄影）

邹平106名困境儿童
收获暖心礼物

市西七成高频服务事项
实现“一次办成”

“拆了旧房子，种上苗木。不仅环
境变好了，心情也舒畅了，村里又绿荫
成片了。”5 月 12 日，滨城区三河湖镇
河西姜村 80 多岁的姜希民老人高兴
地说。

去年以来，三河湖镇大力实施人
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河西姜村积极
响应，对全村“脏乱差”，尤其是危旧废
弃房屋进行了大刀阔斧整治。

多年无人问津的破旧房子、破败
不堪的残垣断壁、长期堆积的柴草垛
全部清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笔直
挺拔的绿化苗木，一条条干净整洁的
道路。

这是三河湖镇拆违拆旧拆障植绿
的一个工作缩影。

在全国首届乡村旅游模范村小王
渔庄，徒骇河沿岸树木繁茂，绿树成

荫。这个小渔庄有 600 多年的历史，
曾因明清古渡码头而商贾云集。据村
里老人讲，因徒骇河穿境而过，为该镇
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肥沃的土壤，沿岸
各村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坡坡坎坎，
都被村民种上了树木，其中以槐树居
多。每年春天，槐树开花，整个镇子弥
漫着香气。

在2012年之前，这里曾因管理不
善，很多树木被砍伐，草垛粪堆乱堆乱
放、白色垃圾漂满河面、生活垃圾随意
丢弃，曾经绿意盎然的明清古渡码头
成了令人追忆的历史。

“‘明清古渡’是三河湖人的乡愁，
承载着他们的童年记忆，我们要保护
好并最大程度地将其转化为发展优
势，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
赢。 ”三河湖镇党委书记孙宏博说。

今年以来，三河湖镇以全省河湖
清违清障为载体，集中打响“河湖清违
清障”清零战役，沿徒骇河、土马沙河
集中解决反馈问题65个、拆违拆障40
余万平方米，实施绿化美化工程。同
时，该镇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充分
征求村民意见，因村制宜，突出特色，
拆旧复耕老村盘9个20余万平方米，
引导各村在路边、坑塘边种植各类绿
植，利用清理后的闲置宅基地种植果
树，拆墙换绿，变废为宝，最大化发挥
土地的经济功效。

“我们出台了绿化标准，对种植树
木的布局、质量、密度做出具体要求，
树苗由村里统一购置，选择的都是树
径 5 公分以上的优质树苗，为的就是
快生长、早受益。果树结果后，产生的
收益村集体与农户二八分成。”小王渔

庄村支部书记王民智说。不出钱就能
分红，还能美化环境，消息一发出，村
民踊跃参加苗木种植。仅一周时间，
种植各类苗木3000余棵，发展果树种
植60余亩。

“我们已经在旧址恢复建成明清
古渡码头、渔家客栈、市级水文馆等，
投资近亿元的廿里堡景观节水闸桥也
已经建成使用。下一步，我们将依托
徒骇河大型清淤疏浚工程，沿岸布景，
串点成线，大力发展现代观光旅游农
业，契合全市两河流域开发带建设，进
一步加强生态保护，打造徒骇河文化
休闲旅游中心，实现古老韵味和乡村
振兴的协调发展，展现明清古渡码头
的独特风采。”孙宏博展望未来，信心
十足地说。

腾空土地60余万平方米植绿增绿

三河湖描绘生态绿色画卷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胡德民

■ 三河湖党建亮点系列报道

市东街道“城市品质提升”系列报道（二）

北镇聘请专家
进企业“把脉问诊”

第一书第一书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