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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军督导全县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
12月6日上午，商河县委书记翟军督

导全县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
翟军先后到豪门社区、家家悦智慧物

流园、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商河供电公司
220千伏万兴变电站、华信自动化工程有
限公司、红星檀宫城市综合体商业项目、商
河县中医医院了解社区疫情防控、疫苗接
种和企业安全生产等工作。

翟军指出，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
事关民生，责任重大。相关单位要时刻绷紧
安全生产这根弦，毫不松懈地抓好社区、企

业、工地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生产和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保驾护航。

翟军强调，要充分认识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
大意思想，将疫情防控作为一项日常工作
来抓。许商街道辖区人口众多，人员情况复
杂，疫情防控压力较大，要克服困难，压实
责任，宣传好疫情防控政策，备好用好防疫
物资，发挥好社区楼道长、单元长作用，对
于外来人员要及时登记、检测。要做好疫情

防控政策的宣传和疫苗接种的服务保障工
作，坚持底线思维，切实把上级对疫情防控
的安排部署落实到位，重点抓好当前3—11
岁人群疫苗接种和加强针接种工作，做到应
接尽接，构筑起疫情防控全民免疫屏障。

翟军要求，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命
脉，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
实做好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要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强化安全生产培训，
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现场施
工人员的安全意识，确保施工安全和质量

安全。商河县住建、应急管理等部门要主动
帮助企业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加强业务指
导与培训，从严监督执法，彻底整改问题漏
洞，严防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企业在抢抓施
工建设进度，加快企业发展，确保安全生产
的同时，也要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对于外来
务工人员要第一时间登记与检测，做好日常
体温监测，确保施工安全和疫情防控安全。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晓东，县委常
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张连福，县委常委、副县
长董泽勇，副县长崔泽花参加活动。（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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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着力点”

“今年我们镇甘薯产业从种到收到销
售都有了完善的产业链，围绕甘薯产业发
展，下一步我们要打造全国鲜食甘薯小镇，
做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在商河县乡村振兴观摩中，怀仁镇党委副
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李宗团介绍道。

在商河县，怀仁镇的特色产业发展不
足为奇，全县累计流转土地面积43 . 82万
亩，“殷巷标准化果品种植”“郑路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白桥双辣产业深加工”等传统
农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融合中实现
提档升级；“怀仁甘薯电商直播”“孙集好物
产品联盟”“韩庙采荷小镇村播孵化”等“互
联网＋特色农产品”直播平台的搭建，给乡
村振兴插上腾飞翅膀；涵盖科技化、智能
化、数字化的“贾庄农作物品种示范中心”

“沙河果蔬乐园”“张坊中药材特色产业园”
等智慧农业生产成为现代高效农业的缩
影……

“点赞商河”“温泉花卉”品牌农产品竞
争力、影响力不断提升，优势互补、错位竞
争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格局日益凸显，共
同挑起商河县农民心中的“金扁担”。一个
个特色产业、一座座富裕村庄，串联起“富
美麦丘”的秀丽画卷。

“新村民”唤醒乡村沉睡资源

“村里到处都是宝贝，回乡创业后政府
支持，也给身边老百姓创造就业机会，给家
乡发展做贡献，我的价值发挥得更充分。”
采荷小镇负责人李硕德说道。

在商河，越来越多不同行业的人才来
到乡村“跨界”发展，“布叫兽”刘越、“粽子
姐”张桂珍、村播小凯等电商达人当上了

“新村民”，成为更新乡村新观念、连接城乡
要素资源的重要力量，将现代资本、技术、
品牌等活跃的市场要素与乡村有机结合，
一张张电商订单帮助农村群众对接大市
场，一大批农特产品畅销全国，他们用新知
求解振兴新路，赋能乡村治理，不断培育和
释放农业品牌化发展潜能，为乡村紧跟时
代、实现共同富裕注入生机与力量。

据了解，商河县创新实施“雁归商河”
人才工程，吸引1200余名商河籍人才返乡
创业就业，累计引进培育高层次人才140
余人，搭建起支持乡村振兴的人才库。

“麦丘文化”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我们有国家非遗，当乡村振兴的号角吹
响，精气神儿十足的鼓子秧歌，舞出了商河文
化的精气神，也舞出了这座千年古县跨越发
展的磅礴力量。”观摩到孙集镇秧歌古村，县文
化旅游局分管负责同志李现洪说道。

除了非遗文化外，商河县还建有怀仁
镇乡村记忆馆、张坊镇农村改革纪念馆、韩
庙镇五寨村村史馆等乡村文明纪念场馆，
这些场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深入挖掘商河县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
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将其最大
限度地融入乡村振兴中。

同时，商河县扎实开展文化惠民工程，
通过送戏下乡、广场舞比赛、“四德”人物评
选、“好媳妇、好婆婆”表彰等活动，凝聚起
广泛的人文共识，使“商河麦丘文化”在新
时代的文明框架里、在现代和传统的交融
中，吐出新的“芳华”。

“美丽乡村”让日子越来越红火

村内平整的柏油路平坦宽敞，两侧的
树木笔直粗壮，村内老人在门前悠然晒着
太阳，进入白桥镇义和村，一幅乡村美景展
现在眼前。杂草丛生、污水横流、道路不通
的落后村“摇身一变”，看了乡村“原貌新
颜”对比图后观摩团发出阵阵惊叹。

近年来，商河县精心打造一村一品、一
村一韵、一村一景，像义和村这种“美丽村
庄”四处可见，各镇街乡村“外在美”“内在
美”兼具，老百姓“环境美”“生活美”同享。

一条条柏油马路连通村庄，商河县成
功创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老百姓
出行无忧；垃圾分类车开到家门口，农村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为乡村干净
整洁提供保障；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村一个
个开工建设，商河县已从“一处美”向“一片
美”转变，在“许商街道城乡融合发展样板”
和“玉皇庙精细化社区管理服务”中享受城
里人向往的“诗和远方”，探索出“龙桑寺生
态循环农业”多重经济效益的“生动实践”。

基层党组织成坚强“红色堡垒”

“国家政策有扶持，村里成立合作社，产业
发展一年一个样！党支部在建棚、生产、销售各
方面都帮衬着，现在发展越来越有信心！”在碱
场王村金沙绿港果蔬乐园，一排排蔬果大棚
内春意盎然。据了解，沙河镇党支部引领成立
盛槐农业专业合作社，村民以土地入股，产业
发展的同时大家都当上了“股东”。

全县累计指导成立党建引领合作社
430余家，带动农户20000多户，增加集体
收入1000余万元，促进群众增收4000余万
元，同时创新“大棚贷”“粮食流通贷”“花卉
贷”等贷款金融产品，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
合法权益和土地收益，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
体制，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基层党组织建成了坚强“红色堡垒”。

走进商河，所见之处“产业兴旺、乡风
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各镇街乡村振
兴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串联出一幅“班子
强、村庄美、乡风好、农民富”的喜人画卷，
乡村振兴“商河模式”正阔步前行！

所见之处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

乡村振兴“商河模式”正阔步前行
这里产业兴旺，现代高效农业园区建设如火如荼，村级企业“孵化器”全面开花；

这里生态宜居，千年古县如梦似幻，地热温泉不停喷涌，每年十月花博盛会的芬芳浸
润商河每一方空气；这里乡风文明，孝悌和睦，友邻互助，幸福院免费就餐让老人安享
晚年；这里治理有效，“领头雁”在基层舞台上大展拳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
格局正在构建；这里生活富裕，村民家门口就业，越来越多年轻人回乡扎了根……

商河县委副书记王磊带队进行乡村振兴现场观摩。

智慧农业生产成为现代高效农业的缩影。

一条条柏油马路连通全县各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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