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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帆竞发新人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我们越来越多的感受到，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农村经济也在以新的方式大步前进，，全民

正在齐心协力建设新农村。与此同时，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视界不断开阔。为此，本报特别开辟“新农村 新视界””系列专题报

道，探访威海部分乡镇村落。本期带您走进荣成市人和镇，带您了解新农村的新视界，见证新农村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变化。

下篇

隔专刊记者 侯真珍
隔通 讯 员 尹潇渊 王贞昌

荣成市人和镇地处荣成市西南端，全镇辖85个行政村，2

个居委会，6 . 3万人口。全镇总面积109 . 98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86华里。2012年实现经济总收入206亿元。

近几年来，人和镇立足区域农村实际，采取重点突出、以
点带面、快慢结合、阶梯推进的方式，力促新农村建设全面开
展。同时不断巩固新农村建设成果，建立了新农村建设的长
效机制。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全镇目前已有39个村完成了
新农村建设工作，2013年新确定的5个新农村建设村正在按照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当中，预计2015年底前全镇85个行政
村全部完成新农村建设任务。

北齐山：庄户剧团唱响四方

北齐山的庄户剧团组建于上世纪
60年代，最早是京剧团，几经发展，变
成了现在拥有40多人、能演出六七个
整场大戏的正儿八经的吕剧团。剧团
的组织者、年过六旬的陈建华大叔热
心地向我们介绍：村里为了搞好剧团，
可是没少投入资金和人力物力，村集
体投入十多万元建成了一个露天剧
场，把一个废弃多年的仓库改造成了
室内剧场。如今，北齐山的吕剧团已经
具备了相当的水准，一年四季闲不着，

除了举办各种吕剧交流活动和参加文
艺汇演，还经常到周边乡镇、村居演
出，他们还经常代表村里、镇上，参加
区里、市里的比赛，屡获佳绩。

谈到村里这个名气不小的庄户剧
团，北齐山村党支部书记陈建明认为：
我们的剧团虽不算大，却在活跃村居
文化、促进基层文化建设上派上了大
用场，他们不仅展现了传统艺术的魅
力，弥补了农民文化生活的不足，而且
也会让村里的的村风、民风更加和谐。

邢家村：山沟里飞出幸福的歌

邢家村位于人和镇最东端，过去
是一个典型的落后村。2009年，在外
经商多年、身为荣成市人大代表的姜
忠强服从组织安排，走马上任，担任
了邢家村党支部书记。

姜忠强从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全
面清理“三大堆”和拆除乱搭乱建，为
了给村集体节省开支，他把自己的两
台挖掘机无偿地投入到整治第一线，
其中一台连续干了两个多月。同时将
属于自己公司的原材料、职工无偿安
排使用，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姜忠
强先后为村里投入的资金有80多万
元。

无声的行动，感召了广大村民，大
家纷纷参与到环境整治和硬件建设
中，全体群众自愿地捐献义务工，没用
多久，一个绿、美、亮、净的新邢家村就
展现在人们面前，邢家村也被评为
2011年度威海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据村民王福本介绍，姜忠强上任
后，利用自己企业的市场基础和客户
资源，成立了一家建筑施工队，每年为
集体增加收入70多万元。2011年，村
里一次性购置了联合收割机、拖拉机、
免耕机等农用机械设备，每家的种子、
耕种、收获等的劳作和费用一律由村
集体承担，从此，邢家村的村民们告别
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方式，多
少辈农民的梦想在邢家村得到了实
现。

在记者和姜忠强的交流中，他一
直在谋划着村子近期的安排和打算，
看到花生收获还不能完全实现机械
化，他要考察一种全自动化的花生收
割机，一个新型节水剂项目已经考察
成熟……邢家村未来的蓝图，在外人
也许难以想象，但在务实而又善于经
营者的头脑中，这个目标其实触手可
及……

南石硼村：多方援手圆梦新家园

2011年秋天，对于南石硼村来说
意义非凡。新农村环境整治本来没有
南石硼村的名额，但是村党支部书记
刘思安看到其他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召开了村民会议，决定参与到政府统
一组织的新农村建设活动中来。就这
样，南石硼村吹响了环境整治的号角。

“我们村当时集体年收入才4万
多元，跟环境整治的投入来比，简直
杯水车薪。市里看我们村的决心不
小，就给我们村找了个帮扶单位———
荣成财政局。”村民刘文德介绍，荣成
财政局确实真帮实扶，为我们村解决
了很多资金困难。可是修街道，搞绿

化，加固水库，安装净化水……没有
一样不需要钱。为了让老百姓有个舒
心环境，村支书刘思安放下面子，四
处“化缘”。走济南，跑北京，找遍了所
有从村里走出去的能人，并组织了驻
地企业联谊会，最终筹措到了100多
万元。靠着多方筹措到的资金，南石
硼村顺利完成了综合环境整治工作，
同时被评为2012年农村环境整治先
进村。

在村委办公室，鲜艳的奖状分外
醒目，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凝聚着全
村百姓的期盼，也包含着心系家乡的
游子们对家乡的真挚情感。

大疃刘家：小山村的新风尚

一大早，记者在大疃刘家
村中央的文化广场碰见保洁
员周景卫在收集垃圾。他告诉
记者，为了改变村民不讲卫生
的习惯，村里为每户村民购置
了一个塑料垃圾桶安放在门
前，村民每天只需把生活垃圾
放入自家桶内，收集、转运、处
理等工作就全由专职保洁人

员负责了。村里每天派专人挨
家挨户收集垃圾，然后运送到
镇垃圾中转站，还投入资金建
立了填埋式垃圾箱。“这是我
六十多年来看到的最大变化，
村里比以前干净多了。”周景
卫老大爷感慨道。

自去年春天开始实施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以来，在村党

支部书记刘新波的带领下，大
疃刘家的村庄面貌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据周大爷介绍，村
里建成了填埋式垃圾箱，运送
到镇垃圾中转站的垃圾达到
一定的吨数，镇上还有会奖
励，“我们村一个季度能奖励
1305元，清理自家的垃圾，还
能赚钱呢。”

蟠龙石村：变废为宝巧整治

在美丽的槎山脚下，有一
个别具一格的蟠龙石村。村子
靠山，石头多，本来不算什么
问题，但想不到这满村的石头
却给新农村环境整治工作带
来很多困难。

据村妇女主任初秀丽介
绍，蟠龙石村有150多户，因为
靠山石头多，每户的房子都是
用石头做成的，上山采石头根
本不花钱，搬回家就是自己的
了。只要谁家盖房子，就上山
采石头，只要采石头，肯定会

多采，盖完房子，多余的石头
就堆放在家门口。自2011年10
月份村里启动环境整治工作
以来，这些盘踞村内多年的巨
石的清理成了一个大难题。石
块太大，搬不动，大家就用电
锯把大石头切割成小石头，一
块一块的搬走。“还是我们村
的党支部书记崔习建有办法，
村里把村民门口的石块买下
来砌水沟，这样不但变废为
宝，还为村民带来小小的收
入，村民都很配合环境整治工

作，积极性空前高涨。”石头的
难题解决了，在热心村民刘世
芳等行家里手的热心帮助下，
工作顺利推进，如期圆满完成
了环境整治工作。

“以前村里到处坑坑洼洼,
污水横流，石堆、草堆、粪堆、垃
圾堆随处可见，家禽牲畜满村
跑。现在的生活环境，当初想都
不敢想啊。”村支部书记崔习建
对记者介绍说，“下一步要加大
硬化和亮化的投入，让大家的
生活环境更亮更美。”

路家庄村：河道整治工程让农村变了个“新模样”

在人和镇路家庄村，有
一条路家河。2011年开展环
境整治工作，路家河的改造
成了困扰村党支部书记于新
明的大难题——— 河道杂草丛
生、淤塞严重、排水不畅、水
质恶化，严重影响了周边居
民的正常生活。自开展环境
整治工作以来，路家庄村着
手 对 路 家 河 进 行 了 综 合 整

治，挖宽河道，疏浚淤泥，建
成了一条长 240米、宽 2米的
河道防护栏。

如今，路家河成了路家
庄的一处靓丽景点，在一片
翠绿中更添灵动之美。孩子
们在河边嬉戏打闹，大人们
围坐闲聊，不觉日暮西山，才
踏上回家之路。村里妇女提
着篮子过来洗刷，“这塘已多

年不用，清理后现在又可以
在 塘 边 洗 洗 刷 刷 了 ，真 方
便。”60多岁的宋业林大爷对
记者说，“我从小就在这河边
长 大 ，现 在 我 还 真 认 不 出
了。”

朗朗蓝天、悠悠白云、青
青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带
给路家庄村民一种全新的温
馨感受。

千军石村：小花园里的大晒场

2010年，千军石村开展环
境整治工作，全村230户全部
投入环境整治的大潮中，动用
人力和机械，清理垃圾、粪堆、
草垛，硬化道路，拆迁违规建
筑，紧接着转入造林绿化，前
后投入70多万元，仅用几个月
时间就完成了环境整治工作。

据村党支部书记夏清国

介绍，千军石村虽不大，村内
企业却不少，涵盖了食品加
工、机械制造、冷藏厂、鱼粉加
工厂等多个产业，是威海最大
的干鱼集散地，是天然的干鱼
晒场。为了更好地发展产业经
济，村委鼓励村民发展海产品
加工经济。村民马永利是海产
品加工的受益者，他对记者

说：“现在的千军石村，绿化、
美化、净化工程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环境
整治工作。”

如今，在千军石村，处处
可见脸上洋溢着满足笑容的
村民。他们正在用自己的亲身
感受，向世人讲述着新农村、
新生活的温馨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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