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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县城阳街道成立社区党委，带领各村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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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岁住上了楼房

社区党委方便居民
8日上午11点，在莒县城阳街道

大湖社区居民楼内，62岁的徐大娘
正在做饭，老伴正在看电视。前几年
大湖村开始旧房改造，去年徐大娘
一家搬进了90平米的崭新楼房内。

“没想到这么大年纪了还能住上楼
房 ，我 们 俩 年 纪 大 了 就 选 了 个 一
楼。”她说。

目前，大湖社区已建成商场楼1

座、住宅楼10座，安置住户480户。
村民逐渐搬进了崭新的楼房，硬

件条件上去了，现在大湖社区考虑的
是如何让社区居民享受到更好的服
务。据介绍，大湖社区党委是在去年
腊月十三成立的。

与之前各个村各自为战式发展
不同，成立社区党委后就是要打破村

与村之间的距离，统一大社区发展。
社区党委就是一个缩小版的街道党
委。“之前盖个章还需要去街道，如果
工作人员有事外出可能得跑好几趟，
现在这些事在社区党委里都能办。”
刘延森说。

民主投票选带头人

土地流转引进企业
“服务再好，居民挣不到钱，得不

到实惠还是白搭，只有真正让居民富
起来，社区党委才算成功。”社区党委
还将下设经济化管理委员会，带领居
民共同致富。

将来，经济化管理委员会所有的
成员都将由居民投票选举产生。“居
民感觉谁能带领他们致富就选谁，这
一票可能决定居民以后腰包里能有
多少钱，居民自己肯定会仔细比较。”
刘延森说，大湖社区党委有一个长远

的规划，要在社区内进行规模化发
展，由社区内的龙头企业带动当地经
济，把土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而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是土地流
转。”刘延森说，土地流转现在是工作
的难题，很多村民现在思想上还没有
转过弯，其实流转出来并不代表把土
地从农民手中要出来。

“之前居民每亩地能收入多少粮
食，我们每年会加倍给予居民，而流
转出来的土地可以引进适合村里发
展的项目。”他说，赋闲的村民还可以
到企业里打工，村民不但粮食一点不
少，还可以在家门口打工，收入会更
多。

“让每个居民都成为这个村的股
东，共同致富，这是我们今后的发展
方向。”刘延森说。

据了解，自2013年1月起，城阳街
道陆续在金龙河、南关等9个社区成
立了社区党委。

本报 3月 1 1日讯 (记
者 彭彦伟 通讯员
马晓华 薛彦云 ) 在莒
县城阳街道前绪密村的
有机蔬菜生产基地中，西
红柿市场价格达到了每
斤3元左右，是普通黄瓜
价格的2倍，蔬菜种植收
入要比之前外出打工收
入翻番。自从产业结构调
整以来，城阳街道发展绿
色蔬菜基地600余亩。

10日上午10点，莒县
城阳街道绪密社区前绪
密村村民安仲友正在打
理着自家大棚。刚刚收获
完的西红柿大棚给他带
来了3万多元的收入。

“今年价格不错，年
前西红柿都能卖到四五
元一斤，现在也得三元左
右。”安仲友说，“这只是
一季的收入，下一季就是
芸豆了，估计每个大棚每
年的纯收入在六七万左
右。”

从2012年开始，村两
委对村里大棚进行升级
改造，新上大棚5 0个，并
组织种植大户到寿光参
观学习，5月份注册了合
作社。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
大湖社区大湖村，为增加
农民收入，提升农业产业
升级改造，从2010年开始
大湖村开始修建绿色蔬
菜大棚。大湖村现在共有
43个蔬菜大棚，每个大棚
占地 1 . 8亩，配备自动卷
帘机、排灌系统和保暖设
备。

“这43个大棚只是我
们的一期投资，我们还将
计划扩大种植面积。”大
湖社区经济合作社负责
人张德晓说。

为提高蔬菜质量，大
湖村还成立了果蔬种植
合作社，注册了“青艺”
牌商标，2012年被中国绿
色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
食品A级产品。

从现在我们种植的
绿色蔬菜要比市场上价
格高两倍左右。”张德晓
说，

据了解，近几年城阳
街道加大农业结构调整
力度，发展绿色蔬菜大棚
600余亩。“我们会根据各
村不同情况进一步深化
农业结构调整。”城阳街
道一负责人说。

成立果蔬种植合作社

发展绿色蔬菜大棚

今年1月份莒县城阳街
道陆续在各个社区成立了
社区党委，打破原有自然村
各自为战式发展，成立经济
化管理委员会带领大家共
同发展。

“如果居民是业主，社
区党委工作人员就是物业
工作人员，但社区党委这些
人比物业任务还要重的多，
我们不仅要搞好服务，还要
带领大家致富。”大湖社区
党委书记刘延森在谈到刚
成立的社区党委时说。

大湖社区设立行政服务大厅，方便村民办理各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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