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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厚珉）
4月17日，单县举办2019返乡

创业大会，对“十佳返乡创业带
头人”进行表彰，并围绕新旧动
能转换主题集中进行返乡创业
签约。

大会上，播放了单县宣传片
《君心归处是吾乡》，并为“十佳
返乡创业带头人”进行表彰颁
奖。随后对2019年返乡创业大会
重点产业项目推介，同时还对返

乡创业代表项目集中签约。
据了解，今年是单县举办

返乡创业大会的第三个年头。
几年来，单县建立了组织架构、
工作体系，返乡创业服务网络
不断健全;坚持做产业搭平台
选项目,围绕优势资源,建立了
返乡创业平台;为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推进返乡创业，省委、
省政府先后出台支持实体经济
45条、扩内需补短板促发展42

条、支持民营经济35条等政策，
出台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27条
意见和“突破菏泽、鲁西崛起”
的若干意见；市委、市政府出台
了人才新政30条、返乡创业20
条，县委、县政府出台了招商引
资优惠政策和返乡创业30条;
优化了发展环境，大力推进“一
次办好”改革，实行全员代办
制、首问负责制，推行“保姆式”
服务，家乡的亲商富商、服务高

效的营商环境日益优化。
目前，单县重大基础设施正

在加快推进，迎来了天时、地利、
人和的大好机遇。德上高速年底
就能建成通车，单县至丰县、单
县至商丘高速、东鱼河航道列入
议事日程；菏泽家政产业园、菏
泽大学单县学院重新规划，总投
资近60亿元，近期将全面开工建
设；菏徐高铁、撤县设市、鼓励支
持单县打造优质农产品生产加

工基地等列入“突破菏泽、鲁西
崛起”战略，提上了议事日程。一
个交通便利、人才聚集的新单县
将跃然我们面前。

家乡的变化和亲人的期
盼，无时不在呼唤游子衣锦还
乡。近年来，近3万人回归家乡
单县创业就业，实际到位资金
180亿元，建设工业、农业、服务
业项目815个，创办实体8000
家，带动就业近5万人。

4月23日上午，在单县高老家乡张武楼
村孝善敬老饺子宴上，村里的爱心志愿者为
张守兰老人庆祝101岁寿辰。花馍馍、寿桃和
饺子是爱心志愿者亲手做的，大家一起唱生
日歌，向老寿星祝福，百名参加饺子宴的老
人分享花馍馍、蛋糕和快乐。张守兰老人高
兴得合不拢嘴，说：“我赶上了好世道，活得
很幸福！”。 通讯员 刘厚珉 郭峰 摄

近日，单县龙王庙镇刘土城村村史馆
游客如织，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村，村
史馆成为美丽乡村的美景。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单县注重文
脉传承，保护文化遗存，留住乡村记忆和美
丽乡愁，建设村史馆、民俗馆、农展馆等，展
示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手工作品及家族历
史和家风家训等，免费对群众开放。

目前，单县农村文化场馆纳入单县全
域旅游规划体系，成为乡村游的最佳景观。

通讯员 刘厚珉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刘厚
珉） 4月24日，单县幵山公
园，数十名身穿“心”型标识
的中青年妇女向游客发放

《文明出行你我他》手册，教
育引导大家从自身做起、从
身边做起，争做文明游客。这
是单县志愿者联合会的“一
般性行动”，然而对群众的影
响力却“不同于一般”。

单县志愿者联合会秉承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者精神，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承“善文化”，
为“健康单县·善行天下”赋
予了新活力。

目前，单县志愿者联合
会在机关、企业、学校、村社
成立了22个“道德大讲堂”，
汇集各方智力资源，形成了
广泛共识和道德价值取向，
让“善文化”深入人心，催人
奋进。

迄今，单县志愿者联合
会举办孝道文化主题培训课
堂400余场次，邀请国学讲
师、模范人物言传身教，倡导
崇文尚德风尚。在公共场所
播放孝道文化“小电影”，每
晚3个小时，受众累计达20万
人次。同时开启“五进”宣讲
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进乡
镇、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
进家庭。志愿者先后6次走进
监狱，开设善德文化课程，服
刑人员的心灵受到荡涤，留
下了忏悔的泪水。

单县志愿者联合会积极
参与县里文化下乡活动，运
用戏曲、歌舞、快板等多种形
式传播孝道文化，所传授的

《大善长歌》《善是天下第一
歌》《四德歌》等歌伴舞节目，
深受喜爱广场舞群众的欢
迎，使年轻人在歌唱舞蹈中
懂得了感恩国家、感恩社会、

感恩他人。
单县志愿者联合会坚持

动员社会爱心力量，捐款捐
物，帮扶困难群众5000多人
次。“幸福陪伴”活动中，志愿
者走进敬老院，向老人赠送
生活用品，为病残者清洗衣
物、修剪指甲、洗脚洗头、表
演节目、做饭聚餐等，老人们
乐了，志愿者们也笑了。

阴历的每月初九，单县志
愿者联合会动员所有农村分
会，同时举办敬老饺子宴，
1000多名“老母亲”吃上了年
轻人包的饺子。看似小小的、
寻常的饺子成为老人们心仪
的“美食”，“吃出”了愉悦、“品
出”了幸福，汇聚了孝亲敬老
新风，传承了中华传统美德。

目前，在单县，“611工
程”已经成为单县志愿者联
合会的爱心品牌。该工程旨
在引导爱心人士1人1天捐1

元钱，6人成一组，1月共集资
180元，向品学兼优、家庭困
难的学生提供每月的基本生
活费用。迄今，已有200余名
学生受益爱心工程，累计捐
款60余万元。

截至目前，单县志愿者
联合会注册会员6500多名，开
展公益活动2000余次，捐献物
资10万余件、现金近100万元，
受益群众30万人次。“志愿者
们用爱心温暖群众，给予社
会正能量，他们是最可爱的
人！”受助学生张萌萌说。

近年来，单县志愿者联
合会先后荣获“山东省最佳
服务团队”“山东省巾帼志愿
者优秀组织奖”，承办的单县
孔子学堂、“611工程”被评为

“中国十佳孔子学堂”、“山东
省最佳服务项目”，会长赵秀
英荣膺“山东省优秀志愿者”
称号。

本报讯（通讯员 刘厚珉） 4
月22日，细雨霏霏，单县龙王庙镇刘
土城村，陈洪轩、万芝瑞、陈照义等
15名街长带领群众清扫15条街道。
“这是我们街长每天必修的功课，大
街小巷保持得干干净净，群众夸奖，
我们高兴！”推行街长制，乡村有了

“小巷总理”，是单县推进新时代文
明实践，提升乡村自治能力和水平
的创新模式。

财力有限，民力无限，群众才是
真正的英雄。“在乡村振兴具体工作
实践中，我们时刻牢记，村民是主
体，村组织是主导，我们是引导者、
支持者、协助者。”龙王庙镇镇长马
炳臣说，只有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
作用和村党支部、村委会的主导作
用，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单县
在农村设立街长、组建志愿服务队,
并出台积分考核奖励机制，发挥其
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优势,精心设
计接地气、有生气、聚人气的文明实
践项目，把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开展少
不了组织者和参与者。全县整合组
建6类志愿队伍502支,梳理62项文
明实践项目，涉及群众的生产生活
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将“大杂烩”
开成了“小灶台”,提升了实践活动
的针对性和精准度。

农历三月初九，上午，高老家乡
张武楼村，不同于上月同日的孝善
敬老饺子宴，这次本月生日的老人
吃上了大如盆口的花馍馍。这是村
里巾帼志愿服务队专为过生日的老
人做的，红枣拼成的“寿”字，让老人
们笑逐颜开。志愿者围着同坐一桌
的4位老寿星，齐唱“祝您生日快
乐”，所有老人分享“生日花馍馍”，
欢声笑语荡漾在农家小院。“比吃蛋
糕还有味道，几十年没吃过了，孩子
们想得真周到！”88岁的张翠红老奶
奶激动得潸然泪下。

包进去的是“敬老情”，吃出来
的是“新滋味”。单县还推出饺子宴

“5+N”新模式，除了过生日等5个规
定动作，老人吃饺子宴之前，还可以
欣赏文艺节目和免费体检、理发等。

为让文明实践融入社会、渗透
生活,单县各乡镇(街道)、各村(社
区)认真开展强信心、聚民心、暖人
心、筑同心“四心”实践活动,并通过

“村规民约”予以固定，围绕文明家
庭、移风易俗等永恒课题,深入推进
文明实践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与此同时，单县还开展自选文
明实践活动 ,各乡镇(街道)、各村
(社区)可根据群众实际需求,组织
志愿者上门拜访、公益帮扶等方式,
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弘扬时代新风
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群群众众是是主主体体

组组织织是是主主导导
文明实践助推乡村振兴

他他们们都都是是最最可可爱爱的的人人
单县志愿者联合会服务民生侧记

农农村村文文化化场场馆馆
留留住住美美丽丽乡乡愁愁

爱爱心心志志愿愿者者

为为百百岁岁老老人人庆庆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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