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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经开区傅家镇柳行村落实脱贫攻坚获认可

精神物质两手抓 乡村建设见成效

尽职尽责获村民认可

柳行村位于淄博经济开发
区最西侧，淄河大道从村南穿
过，现有村民453户1165人。过
去，这个村曾是出了名的涣散
村。现在，无论是村里的精神文
明建设，还是村民幸福指数，都
有了巨大的提升。

“对我们来说，村民不信任
是最大的工作难题，我们有好的
挣钱门路，却难以在村里实施。”
2020年1月，张同来到柳行村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

从基础开始，张同逐步了解
村民最需要的是什么。工作刚
进入正轨，新冠疫情又席卷而

来，张同带头坚守在村口，组织
志愿者为村民健康安全值班护
航，他所做的一切被村民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

“他从不在办公室闲坐，一
有时间就在村里转来转去，询问
我们遇到的困难。”村民韩克礼
对记者说。用张同的话说，只有
转来转去，走在村里的大街小
巷，才能听到村民的心里话，才
能掌握第一手村情资料。

乡村建设成果斐然

经前期摸排统计，柳行村有
35户63人建档立卡贫困户，面
对急需脱贫的村民，张同与驻村

“第一书记”、村“两委”干部一
起，将贫困户“分户到人”，从解
决就业、看病就医开始逐户销号
作战，让贫困户一点一滴感受到
各级政府部门脱贫政策的帮扶。

为了让村民尽快富起来，他
们提出了“因地制宜 鼓励致富
户户不同 都可帮助”的工作思
路，鼓励村里有能力的人通过蔬
菜大棚、大姜种植等获得收入，
逐步帮助解决农业贷款、技术管
理、市场销售等制约发展的瓶颈
问题，再带动其他观望的村民，
最终实现村民多元化发展致富。

由于村集体经济一直缺乏
资金投入，村内基础设施建设比
较落后。针对这一问题，张同在
植树节争取到捐赠树苗700余
株，爱心企业帮助免费规划车位
55个，道路交通标线2公里，抢
在入冬前顺利完成了295户电
代煤的入户改造工程，为村集体
无偿争取到价值7000余元的垃
圾站一处、价值5000余元的健
身设施一宗，电子显示屏、电单
车、村庄广播大喇叭、街巷路牌
等也相继在爱心企业的帮扶下
崭新亮相。

更可喜的是，村庄的精神风
貌有了巨大转变，成功实现党组
织软弱涣散村“摘帽”，接连组织
的中秋节和喜迎2021新年两大
联欢会聚起了村民的精气神，

“柳联通”在村里成功组网，周村
农商银行整村授信3000万元，
第一次为村里300多名老人发
放老年节福利……

种植经济作物增加收入

“我们已经找到了村民致富
的道路，那就是种姜。”张同告诉
记者，柳行村现在有耕地1100
亩，村民责任田普遍以种植小
麦、玉米为主，收益较少。经过
实地考察，张同与他的同事们确
定了种姜这条道路，联合姜家村
党支部在山东乐物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带领村民
通过种姜来增加集体收入的探
索已经在进行中。“如果没什么
问题的话，今年就要开始试验田
的种植了，成功后将在全村范围
内大力推广。”张同说。

美丽乡村的建设离不开文
化振兴，柳行村成功对外发布柳
行村村歌———《美好未来 齐心
开创》，村里组建了舞蹈队、合唱
团，大柳行小课堂成为假期孩子
学习的好地方……一幅欣欣向
荣的新农村画卷在柳行村展开。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刘文思 实习记者 盛
业宁 通讯员 刘人玮

被摘掉的“穷帽子”

“今年俺的二女儿就要高考
了，以后她上大学的费用我一点
都不担心，现在俺家的情况比6
年前送老大上大学时好多了。”

3月2日，茹窑村村民茹宗刚
告诉记者：“俺和俺家属都是残
疾人，之前凡是农活都要雇人
干，这样种地的成本就少不了，
一年下来根本没有赚头。”

多年前，茹宗刚夫妇遭遇车
祸，都成了残疾人，导致家庭贫
困。乾旺村（2017年，茹窑村、
小田村、杨庄村、大田村、贩牛崔
村5个自然村联合成立了行政村
乾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茹会深知茹宗刚一家的不易，
便于2014年秋天让茹宗刚加入
村办合作社。茹宗刚把8.8亩地
全拿出来加入合作社，在一分钱

不用投、一点劳力不用出的情况
下，可以领到8800元的保底费
用。年底还有分红，再加上低保
金和残疾人补贴等，这个家庭一
下子摘掉了“穷帽子”。

茹宗刚参与的合作社就是
当地的兴茹粮食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
作为曾经的贫困村，茹窑村先行
先试，积极探索“以村民土地入
股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
式，在村民自愿参股的基础上，
将茹窑村350亩土地全部参股、
流转，在2014年4月成立兴茹粮
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通过采取‘股份+
合作’‘底金+分红’的方式向村
民分配收益，即一亩地为一股，
村民参股的每亩土地每年可获
得1000元补助作为底金，底金
之外按每股的盈利进行分红，盈

利部分的30%分配给入股村民，
70%作为合作社和村集体经济
收入，用于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茹会介绍说。

“一社两制”的诞生

合作社在稳步健康发展中，
也吸引了邻村种植户们，他们纷
纷申请加入该合作社。面对不
断壮大的合作社，茹会在反复对
比 调 查 中 思 路 逐 渐 清 晰 起
来———“一社两制”在他脑海中
诞生。

“‘一社’就是合作社，‘两
制’则是除保障好茹窑村村民的
权益外，还以半托管的形式吸收
周边村庄农户加入到合作社中
来，对他们实行采购、耕种、销售
等方面‘五统一’。他们虽然不
参与分红、不享受底金，但农业
生产成本会大大降低、产出效益
大大提高。”

茹会告诉记者，“一社两制”
的“两”不仅体现在社员组成和
分配机制上，还体现在运转模式
上。合作社把之前旧村改造腾
空的土地，通过招商引资的方
式，拿出30亩地与投资方合作发
展南美白对虾养殖项目，成立了
淄博市首家南美白对虾工厂化
养殖基地。

鼓起来的钱袋子

“合作社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好处，一方面我能在外安心打

工，另一方面通过向农业合作社
参股土地，每亩地有1000元补
助金，我们家4.4亩地可以收入
4400元。”茹窑村村民董继明欣
慰地说道。

把群众手中的土地集中流
转之后，合作社以村“两委”为班
底，选出了社长、副社长和理事
会成员，全面负责合作社的生产
经营，在镇包村干部、村“两委”
及群众代表组成的项目监督小
组的监督下，严格按合作社章程
进行运营。合作社的入股土地
仍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
实行耕种、灌溉、病虫害防治、收
割、销售“五统一”的管理方式。

“合作社积极争取到帮扶资
金30万元，用于购买大型机械、
土地整理和硬化晒粮场地。驻
村‘第一书记’张军凯还为社员
争取了3万元的种子补贴。”

茹会告诉记者，为进一步拉
长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附加
值，合作社建起了兴茹面粉加工
厂，注册了“兴茹”牌面粉商标，
实现了从粮食生产、加工到销售
的产业一条龙。

在茹会看来，合作社的成立
有效破解了“农村土地集约利用
率低、劳动力受土地束缚得不到
解放、困难家庭脱贫没有产业依
靠”等诸多难题，极大地改善了
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让村民走
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良栋 韩凯

高青县木李镇茹窑村实现粮食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

专业合作社成脱贫致富“火车头”

6年前的茹窑村，
是淄博市高青县木李
镇东南部一个偏僻、穷
困、闭塞的沿黄小村，

“靠天吃饭”“一把小凳
坐 一 天 ”是 这 里 的
常态。

现如今，宽敞的街
道、规整的农田、多样
化的特色产业，从名不
见经传到声名鹊起，这
个沉寂了多年的小村
庄突然跃入人们的视
野，走出了一条通过自
身造血实现脱贫的小
康之路，初步实现了贫
困村的华丽蜕变。

“大爷，这两天降
温，屋里还暖和吧，有
什么问题，及时和我们
说就行。”2月24日一
早，又开始降温，淄博
经开区傅家镇柳行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张同来到村民杨成
立家中，先是伸手试了
试屋里取暖设施的温
度，又叮嘱杨成立要记
得打扫房间卫生，注意
添衣保暖。

“杨大爷已经65岁
了，现在他的收入主要
是高龄补贴和政府孝
善养老金等，又有低保
待遇和特惠保，‘两不
愁三保障’都已落实到
位，基本生活没什么问
题。”张同告诉记者，通
过村“两委”成员的详
细摸排落实，柳行村35
户63人建档立卡贫困
户于2020年12月21日
零失误通过了省检查
组的脱贫攻坚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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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会（中）在麦田里观察小麦长势。资料照片

张同（右）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