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委政法委派驻惠民县麻店镇第一书记吴波、田纯昌、杨浩：

请来省级医院专家为村民义诊
文/片 本报记者 赵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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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千佛山医院副院长

带专家来到村里义诊
14日上午八点半，后李村村委

会大院里敲锣打鼓，听说今天省千
佛山医院要来专家义诊，村里人早
早地就过来了。9点，于振海副院长
带领的千佛山医院的6位专家准时
到达，村里的小伙子们高兴地从车
上把仪器搬到村委办公室里。

看到村民们早就等在大院里，
千佛山医院副院长于振海指挥前
来的专家们迅速行动，力争尽快到
位，为老百姓诊断。于振海对老乡
们说：“我们这次组织了由高级职
称组成的医疗专家团队来就是要
面对面地为你们解决问题，发挥大
型公立性医院优质资源优势，让当
地的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省级
医院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今年83岁的黄玉梅平时闲不
住，但几年前股骨头坏死，一直坐
轮椅，自己着急不说，还得让儿媳
妇天天伺候着，这可把她憋坏了，
听说省里大医院来大夫给免费看
病，硬是没让儿子去干活，吃了早
饭，娘俩就来排队了。“第一书记有
本事啊，给我们修了路，还给请大
夫，到门口了必须来看看。”黄玉梅
老人的儿子说。

此次前来义诊的儿科医生王
凯介绍，最近一段时间是腮腺炎的

多发期，农村孩子就医不方便，这
种病一旦耽误容易引发脑炎，虽然
最近很忙，但是鉴于农村的医疗、
交通条件，他们认为在这里义诊一
天意义重大，作用重大，所以推开
其他工作，优先来这里帮扶。

吴波介绍，上任两个月来，通
过走访他们了解到，村里人大病躺
一躺，小病挨一挨的现象非常严
重，有很多人因此耽误诊治，这不
但影响经济收入，身体还要遭罪，
所以经过协调，他们请来千佛山医
院专家前来义诊。不仅如此，他们
还主动与惠民县几个医院联系，鼓
励他们与前来的单位进行对接，让
基层医务人员接触高水平培训，借
此提高基层的医疗水平。

建设老年活动中心

加强村内文化建设
再过三四天，吴波、田纯昌、杨

浩三位第一书记就上任满两个月
了，通过这段时间的走访、调研，他
们初步理清了发展思路。要想快速
发展，他们总结出一条经验：人心
得齐。

为了凝聚人心，他们决定加强
文化建设。文化建设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着实让他们费了一番脑筋。
三个人商量着先把村里沿路的墙
面粉刷一遍，然后分别做上宣传
栏，让村民们在活动娱乐的同时受

教育。趁热打铁，他们看到自己的
努力起了效果，又协调组织，在一
处闲置的小学内决定建设老年活
动中心。这样一来，三个村的老人
没事就可以出来溜达溜达，相互交
流加深感情。

吴波、田纯昌、杨浩三人在一
次交流经验时，了解到村里人都爱
看吕剧，但是已经几十年没吕剧团
来村里演出了。于是，他们协调滨
州市吕剧团，到村内演出，组织全
体村民集体观看。一位老人说：“这
里几十年没演过戏了。过去村里
穷，其他村请吕剧、京剧团演出，我
们只能到人家的村里看，总感觉低
人一等，这三个书记一来我们就看
上了，真好。”看到村里的男女老少
在大队部集聚一堂，其乐融融，看
到老百姓脸上的笑容，吴波他们打
心眼里高兴、自豪。“吕剧进村，不
但能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还能不断
提升邻里之间、村民之间的感情。”
吴波说。

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展了评选
好媳妇、好婆婆、好妯娌活动，希望
以此弘扬中华民族的礼孝文化，以
小家庭的和睦促进全村的和谐稳
定。

请专家为村做规划

确定两条发展道路
“三年的帮扶工作，如果说第

一年是‘输血’，主要在加强班子、
改变基础设施落后面貌上做工作，
那么第二年就是‘换血’，着重在提
高班子素质、落实帮扶政策、村容
村貌整治、基础设施加固、加大基
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上下功
夫，逐步探索出富民强村的路子，
并使之落地生根。”吴波这样阐释
他们的“帮扶理念”。

利用他们在省直机关工作的
优势，吴波他们通过协调省城乡设
计院，专门请专家为这三个村做了
详细的近期和远期规划。但是光有
规划没有产业带动是不行的。在走
访中，吴波了解到，他所在的东胡
村有五亩承包地，他与杨浩、田纯
昌商量后，认为把这块地空出来建
立一个蔬菜、瓜果批发市场，不仅
能吸引周边瓜农来这里销售，为本
村的瓜农找到销路，而且通过安装
地磅，还能增加村集体收入，一举
三得。

经过与村民不断研究，初步确
定了两条发展道路：第一条是适应
麻店镇种大棚瓜菜技术和市场成
熟，风险较小、收益高的优势，鼓励
帮助村民发展蔬菜、西瓜大棚。村
民每建一个大棚给予1000元的补
助款，今年计划上100个大棚，一个
大棚年收入大约是8000至10000万
元，种植大棚年人均纯收入可实现
增加5000元左右，使村民彻底摆脱
贫困面貌。同时，将村集体承包到

期的5亩多荒地收回，投资建成蔬
菜、西瓜交易市场。村民每交易成
功1斤西瓜，村集体提5分至1角钱，
这样初步估计每年村集体可以实
现收入3万元，彻底扭转村集体收
入为零的局面。第二条是全面流转
村民现有的近千亩的可耕地，每亩
按1000元至1200元的价格流转，形
成一个完备的种育树苗基地，村民
不出村给流转企业打工，还可以领
到一份工资。同时，经过初步测量，
全村的沟边地、道路占地约有近30
亩，这些的流转收入作为村集体的
收入。

“我们就是想与村委、村民共
同努力，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
展道路。希望通过我们三个之间的
良好互动为村委班子建设起到模
范带头作用，打造一支为民、便民、
富民的队伍，更好地为基层经济发
展、文化建设服务，这才是第一书
记制度的初衷，也是我们的心愿。”
对于这一点，吴波、田纯昌、杨浩三
人高度一致。

吴波、田纯昌、杨浩分别是山东省委政法委派驻惠民县麻店
镇东胡村、大班村、后李村的第一书记，他们自今年3月18日上任
以来，通过发挥在省直机关工作的优势，协调各部门完成了几项
便民、惠民的工作。5月14日上午，他们又请来了山东省千佛山医
院的专家，为村民义诊。这三位第一书记想通过这样的工作，让
自己与老百姓的距离更近，关系更铁。

省省委委政政法法委委派派驻驻惠惠民民县县麻麻店店镇镇的的三三位位第第一一书书记记。。左左起起为为杨杨浩浩、、吴吴
波波、、田田纯纯昌昌。。

来自市房管局的市西街道办事处姬家沟村第一书记石鑫：

离滨州城区最近的生态园可以采摘了
文/片 本报记者 张爽

村民家门口上班

收入稳定心里乐

14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长江五
路渤海十八路的姬家沟村西，在天宝
高效生态循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打
工的村民正在领取当月的工资。“以
前都是外出打工，收入也不稳定，虽
然有的时候挣得也不少，但是那比在
家门口上班轻松啊。”刚领取到工资
的村民姬兴华高兴地告诉记者，他从
十八九岁的时候就离家打工，虽然多
数时间是在滨州市里，但工作时间并
不固定，“现在一天就工作8小时，到
点下班，家里的农活还一点都不耽
误，收入稳定，新型的农业园让我们
切实得到了实惠，也多亏了第一书记
把这个好项目引进我们村里了。”

据了解，姬家沟村现有村民
155户，共511人，耕地面积861亩，
人均耕地面积1 . 68亩。其主导产业
以农业和个体经营为主。村民告诉
记者，以前在家种地或是外出打
工，在近几年砖厂被叫停之后，单
依靠传统农业远跟不上新时期的
发展。

2012年5月，天宝高效生态循
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千万元，
在姬家沟村建立起集有机蔬菜种
植、生态养殖、农业观光、加工、贸

易于一体的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示
范园。“引进这个项目，不仅能将村
里的农业优势发挥出来，还能为村
民带来收入，让整个村子真正‘活’
起来。”姬家沟的第一书记石鑫这
样告诉记者。

世代与土地土地打交道的村
民在经过培训后进入公司工作，按
时上下班、按时拿工资，在家门口
就业，从靠天吃饭的农民变成了靠
技术吃饭的工人。除此之外，根据
当初签订的协议，有的村民还能拿
到土地流转租赁费。收入的提高让
村民高兴之余，工作更加卖力。

生态农业搞起来

村民感受新生活

2012年4月20日，天宝高效生
态循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振宏与姬家沟村居委会主任姬
洪涛在土地流转合同上签字,姬家
沟村迎来了该村第一个高效示范
农业项目,计划投资2700万元。王振
宏告诉记者，当初选择在姬家沟村
投资这个项目，除了地理位置等方
面的优越条件之外，第一书记石鑫
从中积极争取，沟通多次之后最终
确定在这里投资。

“起初来这里建设这个项目，
村民们都不理解，需要将部分土地

流转，村民会觉得不合算。那个时
候石书记帮了很大的忙，先是和村
里的干部解释，再挨家挨户走访，
一家一家做工作，帮着村民算好经
济账，最后村民都是自愿签上自己
的名字，按上手印，这项目也顺利
开工了。”王振宏告诉记者，除了村
里的工作，石书记帮公司忙着各项
手续的审批，在农业大棚建设的过
程中也是亲力亲为。村民在看到村
里的变化同时，钱包也鼓了起来，
更感受到农业带来的新变化，心里
也乐开了花。

离“黄河魂”雕塑不到1里地

休闲采摘离城区很近很方便

据王振宏介绍，高效生态循环
农业项目总投资2700万元，占地面
积207亩，前期已经投入1200万元，
建有冬暖大棚16个，拱棚32个，占
地5200平米的智能联栋大棚1个，
3000平米的连体拱棚1个，并配套
办公室、农产品深加工厂房、恒温
库、科研培育中心。年生产各类时
令水果蔬菜1000吨，肉类150吨，年
销售收入2524万元。“现在居民的
食品安全问题很让人担忧，而我们
这个项目就是为了给市民提供健
康安全的食品为目的，让老百姓吃
上放心菜。”王振宏说。

记者在已经建成的大棚中看到，
各种蔬菜瓜果长势良好，科学的生产
方式、专业化的管理，再过一段时间
就可以成熟，上市销售或供市民采
摘。大棚在现有智能温室的基础上，
加装智能通风、恒温、恒湿系统，与联
通公司合作，做智慧农业与物联网系

统，可进行农业生产实时监控、数据
采集及生长预测等，实现农产品从农
田到餐桌的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

“现在还是刚开始，市民们还
不是很了解这种没有污染的农产
品，因为价格比其他的地方销售的
蔬菜贵一点，所以下一步想要建立
直营的店面，让市民先尝到，感觉
确实好才会有销量。”王振宏还告
诉记者，姬家沟的交通便利、环境
好，适合城市居民来这里采摘，体
验农家乐，这也是提高知名度，提
升销量的一个方式。不同的季节有
着不同的果蔬，记者也在大棚内看
到，像是西红柿、辣椒、茄子、甜瓜
等都已经成熟，大棚外的土路也都
用水泥进行了硬化，距离市里不过
十几分钟的车程，不论是自驾还是
骑车都可以到达，是一处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

第第一一书书记记石石鑫鑫向向记记者者介介绍绍大大棚棚有有机机蔬蔬菜菜的的相相关关情情况况。。

滨州市西街道办事处姬家沟村距离市区中心大约5公里，这
里建设的高效生态农业大棚，改变了原来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生
产方式。一份土地，两份收入，农民得到了实惠，日子越过越红
火。驻村的第一书记石鑫说：“不为别的，就是想给村民办些实事
儿。”而城市居民也可以在家门口享受采摘乐趣。

天宝高效生态园董事长王振
宏说这样的香脆瓜正适合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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