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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文化墙手绘画突出党建引领
主题，画面美观醒目、指引方向；千
亩芦笋基地初见效益，百姓鼓起腰包、
脱贫增收；200户村民全部改建生态厕
所，环境焕然一新、村美人笑……8月
31日，一个全新的孟庄村呈现在记者
眼前，令人耳目一新。

贾寨镇孟庄村是七月份刚被评定
的基层党建、美丽乡村、产业发展三
个“红旗”先进村，也是示范区推进
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稳步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中，示范区在全区评选创
建基层党建红旗村、脱贫攻坚红旗
村、美丽村庄红旗村、产业发展红旗
村、乡村文明红旗村“五面红旗”，充
分发挥先进村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促进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孟庄村是示范区一个偏远村庄，
曾是贫困落后村。从今年 3 月份开
始，示范区配强村两委班子，在乡村
干部带领下，短短 27天就把全村围村
杨树全部砍伐，栽种了 8000多棵泰山
红石榴。同时，引导村经济能人、致
富能手带头，发展 500 头奶牛场一
个、千亩芦笋基地一个和 300亩蔬菜
种植温棚。不足一年，孟庄从一个贫
穷落后的小村庄“逆袭”成了远近闻
名的富裕文明新农村。

8月 31日，孟庄村的千亩芦笋基
地，30多名妇女正在忙着采摘、分拣
芦笋，一派繁忙景象。孟庄村主任孟
风山乐呵呵地说：“这一个个小小的芦
笋，可是我们村增收致富的宝贝。”

全面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为破解乡村发展不均衡难题，示范区
借鉴外地经验，结合当地实际，每半
年进行一次“五面红旗”村评选，让
乡村在基层党建、脱贫攻坚、美丽村
庄、产业发展、乡村文明等五个方面
全面发展。重要是的，“红旗村”评选
创建让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有了行为准
则和努力方向。

为调动村干部积极性，示范区明
确规定，村庄每评上一面“红旗”，所
在村支部书记工作报酬标准每人每月
上调 200元，其他村干部上调 100元，
上调数额可重复累计。

目前，示范区“五面红旗”村第
一批 14个村庄已经出炉，争创“红旗
村”的氛围已经形成。示范区通过五
类“红旗村”评选，引导农村基层党
组织树立比学赶超的竞争意识，让其
在脱贫攻坚、党的建设、产业发展、
美丽村庄、乡村文明等各项任务中当
先进、立标杆，发挥了典型示范引领
作用，带动了示范区农村各项工作整
体上水平、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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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无论是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乡镇村庄，还是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示
范区人谋发展、促跨越的身影，处处能感受到示范区人提精神、奔小康的劲头。

走在前列，示范引领。在乡村振兴大战略下，示范区坚持高点定位，把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党组织建设、现代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乡风文明培育
等结合起来科学谋划，推动示范区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合拍共振。

秋意渐浓，发展正酣。在示范区广袤的田野乡间，触目可及整洁的村落、新兴的产
业。该区把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作为提升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立足点和归属点，
以加快乡村振兴为契机，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乡村

“颜值”、厚植百姓“家当”、提升致富“底气”，一个个生态秀美、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渐次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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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环境“生态厕所”惠百姓

扶贫车间中，20 多
名群众忙着加工校
服；冬枣基地里，村
民 采 摘 成 熟 的 冬
枣；整洁村庄内，
孩子们踩着轮滑鞋
尽情奔跑……在平
台街道办事处姚庄
村，曾经的贫困村
兴了产业、改了面

貌、富了百姓，摘下贫
困帽，走上富裕路。

乡村振兴，摆脱
贫困是前提。在脱贫攻

坚工作中，示范区党工委、
管委会将脱贫攻坚作为当前最大

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示范区共有贫困
村11个，贫困人口1120户2800人，全区贫困发生
率1.29%。目前已脱贫5个贫困村，2018年再脱贫
6个贫困村，脱贫退出 2200人，政府兜底 249人，
年底实现全区整体脱贫。
“目前在厂干活的贫困户 4人，我还每年拿出 3

万元带动43户62人分红增收。”在姚庄1200平方米
的扶贫车间内，欢盈制衣厂老板叶修参说，他2017
年 8月在该村投资 200万元开办制衣厂，带动周边

100多人就业，人年均增收约 3000元，建扶贫车间政
府补贴了20多万元。

在姚庄，不仅是扶贫车间带动脱贫，驻村帮扶单位还
引导村民发展冬枣种植150亩，政府补贴一半树苗钱，提高

群众种植积极性。
脱贫脱困脱俗气，扶人扶智扶精神。在脱贫攻坚战

中，示范区强化机制保障，对中央和省、市安排部署的脱
贫攻坚工作，第一时间学习传达，第一时间安排部署，第
一时间贯彻落实。同时，突出政策保障，结合实际，先后
出台了教育、医疗、交通、水利、社会保障等十个扶贫专
项方案以及相关文件。抓好资金保障，建立“脱贫攻坚需
要多少就投入多少”资金保障机制，年初首次预算区级扶
贫专项资金7000万元，占上级拨付扶贫专项资金的461%。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在脱贫产业上，示范区
通过实施四大工程，保障全区贫困户真正长效脱贫。

实施企业带贫工程。采取“政府扶持、能人带动、金融助
力、贫困户参与”的产业脱贫模式，充分发挥经济合作组织的
带贫增收作用，全区总计扶持带贫企业15家，发放到户增收
奖补资金 471万元，协调使用小额贷款 2500万元。目前，15
家脱贫企业效益稳定，上半年全区共收到分红资金 150.8万
元，贫困户户均增收1334元，全年户增收不低于2668元。

实施扶贫车间增收工程。本着“工艺简单、操作方
便、用工密集、可持续发展”原则，实施以奖代补建设扶
贫车间 10座。目前，已全部投产运营，353名贫困人员实
现就近就业或参与分红。

实施光伏扶贫工程。示范区财政预算资金 1200万元，
在5个短期内未纳入大棚户区改造计划的贫困村，建设5座
村级光伏电站。目前，5座光伏发电站全部并网发电，每年
增加村集体收入不低于100万元。

实施冷库集体收入工程。示范区财政预算资金 800万
元，委托新业公司在贾寨镇筹建一座冷鲜库，冷鲜库全部
收益分配给贫困村，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用于解决贫困
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即时性困难和问题。

“现在的厕所没有味道，改造厕所
政府还补贴了 1000 元钱。”提起生态
厕所改建，示范区张阁镇沈西村赵庄
村民赵万友连连赞叹，原来的旱厕味道
刺鼻，夏天苍蝇蚊虫乱飞，现在新建的
生态厕所和城里的卫生间一样干净。

厕所虽小，折射的却是大民生。
以往，农村家庭厕所多是用砖垒个坑，
环境脏乱、气味难闻。示范区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从“厕所革命”入手，找准关键
点持续发力，给每户改建生态厕所的
家庭补贴 1000 元。目前，全区超过
75%的农户完成了生态厕所改造，52个
行政村建设了公共厕所。

乡村振兴，自然要从撕掉“脏乱

差”的标签开始。自吹响乡村振兴号
角以来，示范区以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为突破口，掀起了一场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的“乡村大扫除、大亮化”工
程。

厕所是农村环境改善的最显著标
志，示范区把改厕工作作为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的一项重大工程。示范区通
过外出学习考察，决定在全区乡村建
设生态一体式四格化厕所。同时，示
范区还将农村改厕与精准扶贫紧密结
合，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将全
区所有贫困村的贫困户全部纳入改厕
计划，让贫困村不仅乘上精准扶贫的

“快车”，也能享受卫生条件改善带来

生活质量提高的福利。
针对农村普遍存在脏、乱、差现

象，示范区在 2017年投入 1500万元的
基础上，2018年累计投资近亿元专项
财政资金，用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目前，全区新建垃圾中转站 8
个、配建垃圾池 700 个，购置垃圾斗
800 个、大垃圾斗 （20 吨） 16 个、绿
皮桶2000个、勾臂车50辆、垃圾运输
车2台。全区86个涉农行政村、40215
户农户生活垃圾得到处理。通过乡村
环卫设施的完善和农村环境集中整治
活动，示范区村容村貌和群众的生产
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变，群众的满
意度得到了极大提升。

8 月 31 日，天气阴沉，凉风习
习。位于示范区贾寨镇的 10公里生态
观光廊道别有一番情调：马楼水库湿地
内草绿鸟飞，黄河故道大堤上游人悠

闲，10多位“艺人”吹拉弹唱，引
来大量围观群众……

42岁的赫胜强是“艺
人”中的领头人。赫

胜强是贾寨镇刘场
村人，会吹唢呐、唱
歌曲，以农村文艺
演出为生。近年
来，通过发展乡村
生态旅游，他们村
村容村貌大变样。
村北黄河故堤下的

生态湿地环境越来
越好，学会玩“快手”的赫
胜强开始到故道内或高

歌一曲，或吹吹唢呐。通过
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赫胜强
成了大忙人。贾寨镇周边

及山东、安徽等地的文
艺爱好者开始与他联
系，大家不定期地聚

在一起吹拉弹唱，在黄河故道内形成
了小型的“马街书会”，成为一道别样
的风景。

示范区与其他县区不同，农村人口
占比较小。但作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将五大发展理念融入城乡发展，把城市
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不断提
升新型城镇化水平，推动城乡发展一体
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培
育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精气神。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时
下，走进示范区农村，扑面而来的是
新农村建设的新事、新风、新气象。
家家门前花木葱茏，大街小巷干净整
洁，移风易俗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谈
论的热点，乡风文明之风劲吹。

近年来，示范区持续深入推进精
神文明建设，使城乡环境美起来、乡
风民风好起来、文化生活活起来，农
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在示范区每个乡村交接处，都有
一个造型美丽的村牌，除了村名，上
面“爱净爱美爱生活，爱花爱草爱家
乡”的标语分外醒目。乡村面貌是美

丽乡村的门面，示范区在每个乡镇交
会处建设了微地形和街头绿地，沿途
建筑统一白墙灰瓦，并在每个村头建
设了村名标志性建筑，独具特色的村
牌已成为美丽乡村的点缀景观。

乡村美更要乡风美。在乡风文明
建设方面，该区围绕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完善
村文化活动室、图书室等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建设乡村文化广场，实施全
民艺术素养提升和“送文化下乡”行
动，提升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同时，
示范区在各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明
确了红白喜事的标准、流程和要求，
选取了一批德高望重的乡贤和家风优
良的村民进入红白理事会，通过言传
身教的方式，逐步形成了“生前尽孝
厚养、身后文明薄葬”的村风民俗。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好日子是实
干出来的。站在新的发展浪头，示范
区砥砺奋进，阔步前行，创新发展给农
业增效注入新动力，给乡村发展带来新
机遇，全区居民生活富裕、安居乐业的
美好景象愈加清晰可见。

乡村文明 新型农民“唱”着过

精准扶贫 培育产业巧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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