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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不忘乡亲致富不忘乡亲 1313年敬老送暖年敬老送暖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田俊荣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

要内容。但乡村工作千头

万绪，究竟哪一个抓手，

才能助力蝶变？位于盐山

县的千童镇，把着力点放

到了完善村党组织领导

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上，

探索出以基层党建品牌

化、集体经济市场化、为

民服务实效化、社会治理

网格化、平台赋能智慧

化，推进乡村政治、法治、

德治、自治、智治的新道

路——

草莓架上长草莓架上长
采摘新体验采摘新体验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穆 尚

泽厚生态园的种植大棚，外观与普通温室无
异。走进去，却别有洞天。

棚中，绿意盎然，一颗颗草莓掩映在叶间，色
泽亮丽，娇嫩欲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这些草莓
都长在架子上。眼下，正值生长旺季，绿叶勃发，
远远望着，如长在空中一般。

“这是我们从山东引入的品字架无土栽培模
式，与传统地栽草莓相比，最大的优点就是远离土
地。这样一来，既不用担心土尘对草莓品质的影
响，也不需要下蹲弯腰采摘，更方便。”生态园负
责人张玉娟说，决定投身农业时，他们就瞄准了现
代化、科技化发展方向，要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发
展道路。

普通草莓种在地上，汲取泥土中的营养。这儿
的草莓“飘”在空中，靠啥来生长呢？

只见张玉娟扒开茂密的叶子，露出草莓生长的
“温床”。

“这是用椰糠、珍珠岩混合做成的基质，用它
来栽培，帮助草莓脱离了土壤的束缚。”张玉娟
说，基质栽培不仅健康卫生，而且具有保肥水、透
气性好等优点。

“我们探索立体栽培模式，也是想通过无土栽
培，实现绿色种植。”她说，草莓秧苗不长在土
里，也就减少了吸收土壤残留病虫害的环节。被病
虫害“骚扰”的机会少了，防控药剂的投入量也随
之减少。“植株不生病，可以减少用药环节，草莓
的生长更安全，品质更让人放心。”

瞄准绿色种植，这里的草莓不光“住”得舒
适，“吃”的“喝”的，也十分讲究。

棚室一角，一台机器、几个圆罐引人注目。
“这是水肥一体化设施，就相当于咱家里用的

‘净水机’。灌溉水经过它处理后，变成‘纯净水’，
再进入种植槽里的滴灌带，将水分一滴一滴输送到
草莓根部。”利用这套设施，还能将鱼蛋白有机水
溶肥充分溶解到灌溉水中，通过一体化施肥的方
式，使得肥料营养被速效、精准吸收。

保证草莓的绿色品质，张玉娟的“小心思”还
不少——苗子运来后，她会先将根部携带的土壤抖
净，再用生物杀菌剂蘸根，做好绿色防控；后期巡
棚，发现草莓招了病虫，也都是采用生物方法，用
白醋、红糖配置合剂喷施防治；装上环境监控设
备，精准感知棚内的温度、湿度、光照，让草莓在
舒适环境中生长。

“游客来了，都说大开眼界，觉得这样的种植
模式特别新鲜，长出的草莓又好吃，随手就在朋友
圈和短视频平台上‘晒’了起来。”张玉娟满是自
豪，“咱这儿的草莓能这么受欢迎，还跟品种有
关。”

走到一排品字架前，秧苗上的草莓白中透粉，
甚是新奇。“大多数人看见这果子，都以为还没熟
呢。殊不知，它成熟后就长这样。这是‘粉玉’草
莓，自来就是白色，熟了后还带点粉色，吃起来可
清新了。”

她说，除了常见的红草莓，生态园试种了不少
口感好、维生素C丰富的特色草莓品种。除了“粉
玉”，“白天使”也是不常见的白色草莓，还有“黑
珍珠”，熟了后呈黑红色。

为了给游客们营造干净、整洁的采摘环境，张
玉娟还特意给棚室的地面都铺上了白色塑料布，再
加上采用的是无土栽培模式，在大棚里，竟少见泥
土。

“既然想发展都市休闲农业，就要把服务做到位。
希望更多人能了解到，现代农业已经和传统印象中的
大不一样。马上就到春节假期了，欢迎大家到棚里
采摘游玩。除了酸甜可口的草莓，还有红、黄、
绿、黑等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西红柿，同样又好
看又好吃。”说话
间，她又给慕名而
来的游客当起了

“导游”。

住的是“空中洋房”，睡的是“基

质”，喝的是“纯净水”，这样的草莓

栽培方式，你见过吗？近日，新华区

的泽厚生态园，就凭着这样的草莓

乐园“出圈”，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

采摘休闲——

建强班子建强班子建强班子 找准路子找准路子找准路子
———盐山县千童镇以—盐山县千童镇以““五化五化””推进乡村推进乡村““五治融合五治融合””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梦鹤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韩思伟韩思伟 齐齐 欣欣 程一诺程一诺

进入腊月，年味渐浓。近日，
东光县找王镇东王校店村党群服务
中心，比平日里多了一份热闹。喧
闹的锣鼓声中，村里老人三三两两
结伴而来，领取新春节日礼包，一
派喜气洋洋。

这些礼包，都是东王校店村热
心村民王洪军精心准备的。从
2012年至今，每年春节前，他都
会特意准备价值两三万元的冷冻食
品礼包，开展敬老爱老活动，为东
王校店村 60岁以上的老人送上节
日祝福。

“每到过年前，洪军都想着我

们，给我们这些老人送温暖，就跟
自己的亲人一样。”“洪军这孩子有
情有义，自己富了，也不忘家乡的
父老乡亲，别看人在外地，还老惦
记着我们。”领到爱心礼包后，老
人们高兴地说。

说起王洪军，东王校店村没人
不竖大拇哥。他虽是东王校店村土
生土长的穷孩子，但志气高、冲劲
足，长大后，通过在多个领域自主
创业，不光带领自家亲戚朋友发家
致富，还给同村百姓创造了不少就
业机会。近几年，东王校店村有
30多名村民在他的企业里上班挣
工资。

吃水不忘挖井人，富起来的王
洪军，没有忘记这片生他养他的土
地。谁家有困难，他知道了，都会

捐钱捐物，不忘拉拽一把。他总
说：“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多
人曾帮过我，我愿意把这种正能量
传递下去。尤其是孝老敬亲，不能
等。开展敬老爱老活动，在经济上
帮助老人，乡亲们得了实惠，俺心
里也高兴、舒服。”

“洪军不光言出必行，还能持
之以恒。今年已经是他给老人们带
来福利温暖的第 13年了，单次价
值均超过 2.5万元。礼品有价，情
义无价，带来的影响更是不可估
量。”东王校店村党支部书记王洪
杰说，在这种正能量行为的影响
下，越来越多村民加入到了孝老敬
亲的队伍里，好家风、好村风越来
越浓厚。

“大伙儿还说，洪军长年不在

村里，还不忘为家乡作贡献，咱在
村里的人，也不能落后。现在俺村
有个大事小情，大伙儿都积极响

应，人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
使，共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王
洪杰说。

基层党建创品牌
村村锤炼好本领

街道宽阔平整、村巷干净整
洁、屋舍错落有致……盐山县千童
镇后韩村，处处可见雅致的农家景
色。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
另一番老旧模样。

后韩村的蝶变，来源于不竭的
红色动力。

这是个远近闻名的“红色乡
村”，依托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后韩村建成“后韩革命纪念展
室”，修缮烈士故居等“红色地
标”，定期召开党员大会、邀请老
党员讲党课，坚持不懈打造红色党
支部，构建起“支部引领、村组配
合、群众行动”的工作格局。

2022 年，在建设“美丽后
韩”行动中，村“两委”班子走在
先、干在前，带动村民积极投身建
设，先后修路植绿、打造游园，成
功创建了“省级精品美丽乡村”。
近几年，还形成了“党建引领+村
规民约、文明礼仪、文化传承”的

“1+3”乡风文明体系，实现村庄
“颜值+气质”双提升，村民“物
质+精神”同丰收。

现如今，以红色文化培育乡风
文明为主题的“后韩党建品牌”，
为当地人津津乐道。

“后韩村的蝶变，再次验证，
加强基层党建是推进乡村治理的

‘牛鼻子’。我镇下辖 29个乡村，
怎么能让每个村都抓好这个关键
点？”千童镇党委书记张春辉没少
思考，“都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
同俗，实际上，即使相邻的两个村
子，村风、民俗也不尽相同。只有
因地制宜、因村制宜，打造各具特
色的基层党建品牌，以品牌打造带
动日常工作、锤炼过硬队伍，乡村
治理才有人管、有底气。”

立足于“一村一党建品牌”，
除了“后韩品牌”外，千童镇还形
成了以引入金融资本发展集体经济
为主题的“马元子品牌”、以能人
返乡兴村治村为主题的“西南院品
牌”、以整合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为
主题的“杨庄品牌”、以红白理事
会推进移风易俗为主题的“十寨子
品牌”等。

通过基层党建品牌化，锤炼了
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凝聚了村“两
委”干部力量，和谐了党群、干群
关系，为推进乡村善治筑牢了组织
基础。

集体经济闯市场
实效服务聚民心

千童镇马元子村的晾晒场上，
玉米成垛。

“前段时间已经卖了 7.5万公
斤，最近行情一般，剩下这些等等
再卖，还能给村集体多赚个钱。”马
元子村党支部书记宋万胜笑着说，
这些都是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硕果。

马元子村集体一度“一穷二
白”。看到年轻人经商务工没空种
田、老人上了岁数种田犯难，村

“两委”便想到由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通过流转、自营村民们的闲散
土地，来壮大集体经济。

“2022年，我们申请到全省首
批村集体经济组织贷款。有了启动
资金后，按照每亩地每年 800元、
两季后每亩地至少分红100元的标
准，先期流转了 200 多亩闲散土
地。”宋万胜说，这些土地，全部
由村“两委”成立生产队伍自行耕
种，将全年净收入的30%作为村集
体收入。

“两季之后，还完贷款，又建了
晾晒场、买了机器，村集体还净赚9
万余元呢，再算上其他进项，成功
实现村集体年收入‘10万+’。”尝到

了甜头，2023年，马元子村再次申
请村集体经济组织贷款，又流转了
150亩土地。“接下来，我们还想
购入农机，通过提供农业社会化服
务，进一步为村集体增收。”

马元子村只是千童镇带领村集
体经济组织对接市场，由“靠资源
赚钱”转向“凭本事挣钱”的一个
缩影。

持续推进集体经济市场化，千
童镇对全镇 29 个村进行“三资”
清底，把村集体分为三类。其中，
村集体有建设用地或可以盘活农户
闲置宅基地的村5个；村集体有耕
地的村 10个；村集体既没有建设
用地又没有耕地的村14个。

按照“有资源用好资源，没资
源用活股权”的思路，逐个村想办
法、找出路——杨庄村整合村内闲
置房屋和闲散宅基地，对接农业龙
头企业，在全县率先探索用闲置房
屋改造“家庭银耳智能车间”，大
力发展银耳种植产业；北街村盘活
整合村集体100余亩土地，成功引
入总投资 1.5亿元的百万羽蛋鸡养
殖项目；后韩村也推进村集体流转
百姓闲散土地，由村“两委”成立

“生产小队”，组织种植大田作物，
助力村集体经济实现稳定收入“10
万+”……集体经济市场化的探
索，既富裕了村集体，又提升了村

“两委”的威信，为推进乡村善治
打下经济基础。

围绕村集体经济发展后如何花
好资金、惠及群众，在为民服务实
效化方面，千童镇也进行了不少有
益探索。

进入腊月，马元子村“两委”
成员比往常多了一份忙碌。除了处
理日常村务，还忙着统计全村人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完善积分兑
换的各项事宜。

去年，马元子村率先推行积分
制管理，制定了《马元子村积分制

规则》，规定了不遵纪守法、不赡
养老人、不配合调解等分红“七不
分”情形，以及参加集体活动、维
护人居环境、获得上级荣誉等加分
项，以户为单位积分，每分折抵现
金 1块钱。每户每年除获得 100分
基础分外，根据加分项和“七不
分”加减分值。

“眼下，村里的最高积分可达
900分，按照每分折抵现金1块钱的
规定，在这次积分兑换中，可获得
900元现金。”宋万胜说，给村民们
分发的资金，便来自于村集体经
济。“村集体挣到钱是发展的前提，
但不是最终目的。我们要做的，是
通过集体富裕，让老百姓得实惠，
引导乡风文明，实现村庄善治。”

千童镇西街村、西南院村一直
有春节前村集体分福利的传统，也
证实了“小福利”能激发群众“大
热情”。在此基础上，镇党委、政
府结合“二十六、割年肉”的习
俗，形成了覆盖多村的春节分福利
活动。

正是因为在日常工作中突出实
在、实效，让大伙儿真正尝到了甜
头，村民们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
性、主动性越来越高涨。通过“花
小钱办大事”，把大家拧成了一股
绳，为乡村善治提供了群众基础。

网格治理合民意
智慧管理效率高

在积分制管理中，马元子村还
创新融入“网格化”管理模式，把
全村分为 3 个网格，推动人居环
境、矛盾调解等工作的开展。

“网格员定期入户巡查，村民
们有大事小情，都可以反映，网格
员也会主动发现问题，上报给村

‘两委’，将问题解决在萌芽时。与
此同时，网格员也是‘传声筒’，
将各项惠民决策、部署告诉大伙

儿，凝心聚力。”宋万胜说，通过
社会治理网格化，马元子村“两
委”更好地了解群众的急、难、
盼、愿，治理效能大大提升，进一
步维护了村庄的和谐稳定。

为了将村庄治理做到村民们的
心坎儿上，按照每个网格 30至 50
户、每个总网格不超 1000户的标
准，千童镇划分了198个网格、29
个总网格，形成了“金字塔型”的
网格架构，并制定网格运行的保障
措施，为乡村善治打下了制度基
础。

不仅如此，瞄准平台赋能智慧
化，千童镇还与市联通公司对接，
联合打造“乡村治理智慧平台”，
计划实现“网格派单”“积分管
理”“人房合一”等3项智慧功能。

“随着乡村治理范围的拓展、
精度的提升，需要存储处理的数据
大大增多。在大数据时代推进乡村
善治，必须要解决工具问题。”副
镇长杨智深有感触，“智慧平台的
建设，不仅可以提升治理工作的精
度和效率，还能节省不少人力、物
力。”

他说，千童镇东街村的乡村治
理工作，已受益于智慧工具的使
用。这个1000多户的大村，借助

“奥维卫星地图”推进卫生厕所
问题排查整改，逐房标注户厕问
题情况，关联户厕现状图片，实
现了“一次排查、动态调整、及
时整改”，节省了大量人力、物
力。在此基础上，千童镇党委、政
府萌生了研发“乡村治理智慧平
台”的想法，为推进乡村善治提供
支撑。

目前，以马元子村为试点，
“乡村治理智慧平台”已经初步搭
建完成，即将正式运营。接下来，
通过数据直观可视、信息互联互
通，这里的乡村治理水平将得到再
度提升。

南孙庄村民南孙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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