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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滨州的第一滨州的第一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古时，大清河（即济水）自西南流
入，沿滨州南境东行，宛如横带。商
贾、渔船、艇舸络绎不绝。傍岸村落
丛集，烟林苍茫，堪称胜景。自唐朝
起，北镇就设有渡口，曾被称作“十省
通衢”，是通往京津和入山海关的要
道，也是大清河下游惟一的重要渡
口，古称“清河横带”，是古滨州八景
之一，有诗曰“一带清河夹画堤，垂杨
袅袅草萋萋，祖龙已去沙丘后，牧笛
还吹落照西。”

1855 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大
清河水道自东阿旧治以西鱼山以下
被黄河所夺，大清河不复存在。光绪
年间，政府在北镇对面的黄河南岸设
立了道旭渡口，当时这里水面宽阔，
被辟为渡口后，河面上经常桅樯云
集，船帆密布，码头上人来人往，十分

热闹。道旭水运发达，上可以达济
南，下可以出海，北镇依托道旭渡口
依然拥有着便利的交通条件，在清末
民初的时候,老北镇有字号的商家接
近百家，每逢农历三、八，北镇大集往
往会有数万人聚集在这里进行交易，
相当繁华。

1955 年 10 月，北镇港开通了北
镇至济南泺口的黄河下游第一艘客
轮“鲁生号”，可载货物 45 吨、客位
142个。根据搭乘过“鲁生号”客轮的
沿岸群众回忆，印象中船体灰色，上
客、下客都集中在泺口和北镇。在泺
口和北镇之间,沿线设有“船点”，供
乘客上船下船。从北镇去泺口，客轮
逆水上行，要避开大流，拣水流相对
平缓又不致搁浅的地方走。一位师
傅坐于船头，撑着标有尺度的长杆，

不时地往水下探着，一边探一边用行
话向舵手报告水深。泺口港、北镇港
都曾是黄河沿岸重要的水旱码头。

北镇与泺口之间黄河水运相当
繁盛。据《北镇志》记载，1931年由滨
县 运 往 济 南 的 货 物 达 到 7472 吨 。
1933 年至 1937 年间，当时往来船只
有3000多艘，年运量达到40万吨。

1938 年，国民党在花园口炸坝，
使黄河夺淮河入海，致使山东境内黄
河成为干河，大船停驶，小船减少，水
运萧条，北镇港与泺口港作为黄河沿
岸的两座重要港口，一度都面临着衰
落的命运。

1947 年，黄河回归故道后，航运
衰微，往来货运以石料为主，兼运粮
食杂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泺口货
运仍至梁山、郓城、北镇、利津等地，
但港口吞吐规模已大不如前。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时任济南军
区司令员的杨得志来惠民地区视察，
因大水滞留在道旭渡口。他认为，虽
然已是和平年代，但从战略战备的角
度考虑，建一座大桥是非常必要的。
此后，杨得志司令员亲自到北京申请

到了中央允许建桥的特别批复。
1972 年 1 月，在道旭渡口下游

250 米处，北镇大桥的建设工程正式
开始。同年10月1日，北镇黄河大桥
正式通车，大桥全长 1394 米，宽 9
米。北镇黄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改变
了黄河河口无桥闸的历史，成为当时
黄河下游最壮观的黄河大桥，渡口的
作用大大减弱，直至随着大桥的完善
而彻底弃用。

随后，由于公路事业的发展，水
运客源、货源逐渐减少，加上河床增
高、码头变化等原因，来往于泺口、北
镇两地的黄河航运更是举步维艰，客
运轮船，也最终因乘客稀少而停航。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地的水路航
运基本停止，北镇港也逐渐淡出了人
们的视线。

曾经汽笛长鸣的“鲁生号”成为
了黄河之上永远的“绝唱”，而在母亲
河上乘坐客轮，也成了很多人人生中
珍贵的经历和美好的记忆。黄河航
运的变迁，更是新中国 70 年发展的
一个生动注脚。

（整理：李鹏飞）

黄河上第一艘客轮“鲁生号”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讯
员 张海鹰 赵延顺 报道)7 月 18 日，
无棣县柳堡镇对全镇100余名残疾
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
他们的就业能力，促进残疾人有效
就业。

培训班特邀北京三易盛世教育
有限公司讲师、无棣县农业农村局

植保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分别就电子商务和农业知识、农药
规范化使用等方面进行了实用技术
培训。通过培训，鼓励有劳动能力
的残疾人自立自强，掌握致富技能，
用劳动增加经济收入，实现积极融
入社会、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目的。

柳堡镇100余名残疾人
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7月22日，惠民县魏集镇征兵体
检工作全面展开，386名应征适龄青
年进行了征兵初检。

在魏集镇征兵体检站，适龄青年
们列队参加了登记、体检。镇卫生院
的专科医生重点对应征青年的身高、
体重、视力、色觉、嗅觉、血压等10多
项内容进行了严格检查。

据了解，为高标准、高质量地完
成此次征兵工作，魏集镇通过入户发
放征兵宣传材料、对大中专毕业生进
行跟踪走访等方式，向广大青年全面
讲解新兵征集条件、程序、时间安排
等征兵政策，营造参军光荣大氛围，
号召全镇青年踊跃参军。（滨州日报/
滨州网通讯员 闫玉江 摄影）

魏集386名适龄青年
参加征兵体检

警格联动检查
筑牢消防安全屏障

连日来，滨城区彭李街道各社
区组织网格员联合派出所民警，对
居民小区消防安全进行专项检查。
检查人员一边精排细查消防隐患，
一边向居民宣传消防安全知识，提
高防火防灾意识，确保居民夏季用

电、用气安全，切实筑牢消防安全屏
障。图为碧桂园社区网格员与派出
所民警在锦绣城二期居民小区联合
检查。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夏玉忠
路蔚巍 摄影）

河流镇评选出335户“美丽庭院”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讯
员 赵文岐 隋付丽 王玉苹 报道）连日
来，阳信县河流镇78个行政村陆续开
展了“美丽庭院”评选活动，截至目前，
全镇共评选出“美丽庭院”335户。

今年以来，为巩固全域环境综合
整治成果，在试点推行“街长制”工作
方法的同时，河流镇采取“政府主导、
妇联牵头、部门协同、家庭主体、群众

参与”的工作方法，开展了“美丽庭院”
创建评选活动。在创建评选中，该镇
政府积极对接美丽乡村建设的相关政
策，充分结合镇情村况，丰富了评选内
容，“美丽庭院”户要同时具备家庭环
境美、厨厕洁净美、居室整洁美、孝老
爱亲美、教子有方美、创业致富美、遵
纪守法美、热心公益美、情系国防美、
邻里和谐美等“十美”。街道通过微信
群、村内广播、走访入户等方式扎实开
展“美丽庭院”创评宣传工作，使创评
工作的标准要求、方式方法等家喻户
晓，最大程度地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积
极性。村民们围绕“十美”积极行动、
热情参与，在清理卫生、改善人居环境
方面，以“门前三包”（即“门前环境卫
生清洁、门前绿化管护、门前良好秩

序”）和“门内五净”（即庭院、居室、厨
房、厕所、禽舍清洁干净）为创建标准，
全家齐上阵，在全镇形成了“家家有行
动，户户争先进”的创建热潮。

在镇妇联牵头下，工作片、文化站
对“美丽庭院”开展评选工作，评选权
交给“知根知底”的街坊邻居，通过群
众推荐、入户打分的方式最终每村评
选出“美丽庭院”5户。

该镇的牛腾雨村，街道整洁，绿树
成荫。在村委办公室广场一侧，树立
着几个橱窗，上面张贴着“美丽庭院”
评选小组、“美丽庭院”评选办法，以及
评选出的“美丽庭院”户等。走进被评
为“美丽庭院”户的史爱荣家，满院是
绿油油的蔬菜、瓜果、花草等。“俺村里
自从开展美丽庭院评选活动以来，俺

把院子、厨房、卧室、厕所都打扫得干
干净净，被评为美丽庭院示范户，还得
了奖品，成为村里学习的榜样，俺心情
好着呢，老么高兴了！”史爱荣高兴地
说。

据介绍，该镇下一步将在广泛创
评、示范引领上持续用力，坚持因村制
宜、彰显特色、点面结合，深入挖掘家
庭文化，进一步塑造新时代文明家风，
以家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打
造一批美丽庭院示范引领的精品点、
亮点纷呈的精品线、特色鲜明的示范
区，把创评“美丽庭院”与发展特色产
业、美丽乡村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志
愿服务结合起来，不断丰富“美丽”、拓
展“美丽”、升华“美丽”，为实现乡村振
兴增色添彩。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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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茅连兔子窝”变身“万亩良田”

滨海镇（河贵北）未利用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
员 李青青 报道）今年 3 月份，沾化
区滨海镇（河贵北）未利用土地开发
整理项目全面启动。目前，项目已
进入收尾阶段。

多年来，滨海镇大部分土地都
是荒碱地，耕地面积少，地块小，周
围大多长满茅草、柽柳，多年来被形
象地称之为“茅连兔子窝”。近年
来，在黄河三角洲开发政策扶持下，
滨海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往
日“茅草连天淹没人”的景象一去不
复返。

滨海镇（河贵北）未利用土地开
发整理项目涉及河贵、河北等 9 个
行政村、2个分场共计11个单位，项
目建设规模 3.1 万亩，总投资 1.4 亿
元，全部建成后预计新增耕地1.3万
亩。该项目列入山东省乡村振兴重
大项目库第一批入库项目。项目启

动以来，共计新开挖沟渠86481米，
铺设5米宽混凝土路65913米，架桥
213座，铺设排碱管线62万余米，亩
均投资近 5000 元，实现了沟、渠、
路、桥、涵、闸全覆盖，“成方连片，旱
能浇，涝能排”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初
具雏形。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该镇组
成工作专班负责项目迁占协调工
作，先后召开项目专题会议3次，并
组织 11 个单位负责人召开项目受
益分配座谈会。镇人大围绕项目多
次组织人大代表开展视察和调研活
动，密切关注民情民意，监督项目过
程，为群众把好“质量关”。

“民生连着民心，3万亩土地开
发项目是镇党委政府的重点工作，
也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心工
程，必须保证工程质量，让群众得实
惠。”该镇党委书记潘清军说。

三河湖累计实施三河湖累计实施
土地增减挂钩项目土地增减挂钩项目1111个个

日前，在滨城区三河湖镇堤
上胡村老村旧址，几台大型推平
机、旋耕机、挖掘机正在进行复垦
作业。7月18日下午，这里顺利通
过市级土地增减挂钩验收组验
收。

去年以来，三河湖镇通过建
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
对利用不合理、不充分和废弃闲
置的农村建设用地进行调整，累
计实施土地增减挂钩项目11 个，
产生“增减挂”指标 185.92 亩，极
大程度优化了土地资源利用率。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田中岳

通讯员 胡德民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
康 通讯员 孟令旭 报道）为全面提
升脱贫攻坚帮扶责任人的业务能
力，7月10日，沾化区黄升镇举办了
2019 年脱贫攻坚帮扶责任人培训
班。

培训班上，帮扶责任人通过视
频案例切实了解脱贫攻坚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随后，区扶贫办相关负
责人对当前脱贫攻坚会议精神及扶
贫政策进行了详细解读。

黄升镇举办脱贫攻坚
帮扶责任人培训班

（上接第一版）

加强居民自治，三个“居
民团队”领衔居民自我管理

在玉龙湖社区，群众自发组建了
三个小团队，在居民自治中发挥排头
兵的作用，依靠居民的群策群力，解
决原本矛盾重重、复杂难办的症结。

“居民的事儿是拉呱儿拉出来
的。”崔丽杨说，而“楼道拉呱”居民议
事会便是这样一个团队——每个楼
道选出几名“拉呱儿”成员，为小区居
民提供生活信息。他们“拉”的内容
看似是家长里短的琐事，但更重要是

“拉”出了正能量。“楼道拉呱应当以
促进邻里和谐为目的，提高居民信息
畅通为目标，加大社区为居民提供精
准服务的力度。”崔丽杨说。

另一个团队是“大爷大妈团”，能
进这个团队的人，必须是小区内德高
望重的老人。他们关心楼道里的“小
烦恼”、小区里的“大问题”，通过良好
互动，激发出邻居们彼此相助的朴素
热情，进而鼓励大家以主人翁的姿态
精诚团结，共同解决小区发展难题。

第三个团队是“和事佬服务队”，
由居民推荐善做调解、能“进百家门、
认百家人、知百家情”的热心人组
成。他们专门从事矛盾说和、纠纷调
解，推进工作落实、化解邻里纠纷、促
进家庭和睦。

如今，三个居民团队成员总数已达
207人，他们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民间智
慧，解决让基层政府部门都“挠头”的难
事儿。比如，政府部门多次调解无效的
居民拆迁遗留问题，社区通过发动各方
居民，成功将拖延两年的难题攻克。

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社区
服务精准抵达每一户、每一人

最近几年，玉龙湖社区每年集中
两次对辖区居民逐户发放《征求居民
需求意见表》，让每一家每一户居民
都说说自己的需要和诉求。

今年收集的意见建议共涉及就
业、医疗、金融服务、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体育设施、养老等 7 大类 65 条。
到目前，共解决了医疗、就业、金融服
务、文体设施、养老等 47 条，其它意

见、建议正在协调解决中。
社区居民的一大诉求，便是解决

看病难问题。“有居民反映，大病如果
要去北京看，没亲戚没朋友，挂个号
都难。”崔丽杨说。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让居民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资
源，社区联合北京仁慈安康公司投资
120 余万元，联合成立了远程健康管
理服务中心。

通过与北京仁慈安康公司的合
作，群众去北京看病便利了很多，那
边会给居民提供挂号、看病、住院一
条龙医疗服务。另外，社区居民也可
以通过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中心，实现
线上就医。

除此之外，社区还与四家企业对
接，成立家庭就业代工点，解决了123
户居民收入低的问题；针对小区周边
金融机构少的问题，社区与农商行联
合成立了社区普惠金融服务站，方便
居民存取款。

“下一步，社区还将增设健身器
材、新建公厕，规范管理小区内的车
辆停放，全方位满足群众诉求。”崔丽
杨说。

注重文化建设，让社区
氛围更温馨更有情

“情”是串联小区和睦建设的纽
带，也是浓缩乡愁、汇聚合力的内核。

在过去一段时间，玉龙湖社区在
原来“老北镇记忆”文化发掘的基础
上，进一步搜集深挖老北镇方面的文
化素材和历史记忆，切实把“老北镇
文化”做成北镇文化传承的品牌和特
色。同时，在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
节日，开展中秋纳凉晚会等文体活
动；在七一、国庆等重要节日期间，举
办革命传统教育电影展播、迎国庆唱
红歌等集体文娱活动。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丰
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凝聚了居
民的向心力。如今，在玉龙湖社区全
体居民和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社区
治理和服务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
居民对社区认同感普遍提升，社区党
组织成了居民的主心骨。社区通过
为居民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切实解
决实际困难，赢得了居民认可，居民
满意度在98%以上。

让党建引领体现在基层“最末梢处”
以居民自治发挥管理的“民间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