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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高青县常家镇常盛社区———

滩区群众“迁”出美好生活

李延臣的新生活

3月2日早上，74岁的李延臣
下楼买了两份早餐，老两口吃过
早饭后下楼围着小区遛弯，李延
臣像往常一样来到常盛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的棋牌社。此时，他的
老伙计们已经开始下象棋了……

李延臣搬到常盛社区快8个
月了，这样的生活状态，是以前的
他无法也不敢想象的。李延臣以
前生活的常家镇五河村位于黄河
大堤内，是典型的滩区村。在他
看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这样的描述，只是对滩区内恶劣
生活环境的简单描述。在滩区内
生活，很多困难是常人无法想
象的。

“那时候我们住在村里，最怕
下雨。因为村子地势低，一下大
雨家里就淹了。”李延臣说，雨下
得大了，进出村庄的道路泥泞不
堪难以通行。“出村要爬上大堤，
那个大斜坡下雨后很滑，自行车
骑不上去，只能扛着车爬，后来道
路硬化了才好些。”

除此之外，滩区的冷也是常
人无法想象的。

“到了冬天，村里都是自己烧

炭取暖。一来农村自己盖的房子
保温、密封都不大好，二来滩区风
大、潮湿，冬天特别冷。像我这种
岁数的老人更怕冷，白天在屋里
都得穿着棉袄棉裤，晚上睡觉时
下面铺着电热毯，上面还要盖两
三床棉被。哪像现在这样，家里
是地暖，在家只穿着秋衣秋裤也
不觉得冷。”

李延臣说，在经历了短期的
不适应后，村民们陆续习惯并开
始享受现在的新生活。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开始学跳广场舞、学用

智能手机，年轻人则选择在社区
附近就业、创业。

从滩区到县城

因为生活条件较差，黄河滩
区的几个村曾流传着“宁往南挪
一千，不往北挪一砖”的说法。得
益于黄河滩区扶贫搬迁工程，开
河村、五河村的村民整体搬迁到
了县城附近，多数家庭分到至少2
套楼房。人离开了滩区并不是扶
贫工程的最终目标，在此基础上

还要让村民能留得下，要让他们
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即所谓的“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为此，党委政府做了不少
努力。

在常盛社区正门北侧，常家
镇专门设置了1200平方米的党
群服务中心。这里有卫生室、棋
牌室、图书角，还有大屏幕，既是
服务村民的物业管理中心，也是
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常盛社
区的正门开在车流量较大的田翟
路上，这里虽比不得县城核心地
段的寸土寸金，但1200平方米的
沿街房如果出租出去，每年也能
带来一笔不小的收益。

然而，为了提升村民的幸福
感，为了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
生活，也为了让在外打拼的
年轻人无需顾虑家里的老
人，常家镇毅然决定将这
1200平方米的门头房建成
党群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事实证明，这一
举措效果明显、深得民心。

此外，常盛社区还让村
民尝到了“学区房”的甜头，
社区对面就是从幼儿园到
初中的一站式学校。为了

帮助更多的村民就业，按照党组
织领办合作社的原则，常盛社区
注册成立了高青致远劳务服务专
业合作社。合作社专门负责搜集
招工信息，为村民就业、打工提供
服务。

如今，滩区生活只保留在村
民的记忆。在他们迁出来的黄河
滩区里，一场声势浩大的土地复
垦工程正在加速推进。在不久的
将来，这里的土地将通过流转的
形式交由专业机构来运营，村民
既不用出劳力也不用花成本，每
年都会有固定的收益。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韩凯 孙良栋 通讯员 朱
秀珍

淄博经开区沣水镇实施聚力聚智、抱团发展

成立联村党委 蹚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村民感谢信背后的扶贫基金

“消防抢险舍身出，村队捐资
大爱夸……温暖新风映彩霞。”近
日，张二村的宋大谋找人写了一
首诗，装裱起来送到了淄博经开
区沣水镇张二村村委会，字里行
间流露出他的感激之情。

张二村第172笔扶贫基金使
用说明中是这样记录的：村民宋
大谋，家中因旧电线破损短路引
发火灾，生活用品和家具几乎全
部焚毁，灾情严重。经我村基金
会成员研究，救助其10000元。

“我们村的扶贫基金是2018
年成立的，当时考虑的就是为遇
到突发情况的村民应急。”3月11
日，张二村党委书记刘光文说。

火灾发生后，宋大谋家无法
居住，幸亏扶贫基金及时下发，让
他们一家平安度过最困难的时
刻，减少了因火灾带来的疾病、休
学、误工等连锁反应。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因病
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情况。我们村
的赵贻亮前几年查出喉癌，之后
癌细胞转移，他的老伴还患有腰
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几年来，
两口子四处求医，靠药物维持，家
里花销很大。”刘光文说，这件事
提请基金会研究之后，也给赵贻
亮家拨付了10000元扶贫款。

现在，在张一村和张三村也
有了这样的扶贫基金。

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

“我们村有一个党员承诺榜，
每一名党员照片下面都有一个二
维码。群众扫一扫二维码，这名
党员的承诺都会从手机上看到。”
刘光文告诉记者，这是沣水镇统
一推广的先进经验。

这个党员承诺二维码，就是
在张一村率先实施的。

“我们在镇党委的领导下，设
置了党员电子身份公开宣传监督
栏，随时更新党员的活动资料。
通过扫描二维码，活动记录一目
了然，便于党员之间互相学习和

群众监督。”张一村党委书记、村
委会主任赵乃民告诉记者，党员
荣誉感和使命感得到了提升，更
激发了“我是党员我带头”的干事
劲头。

“一直以来，我们三个村的关
系非常融洽，逢年过节，我们还要
商量一起给村民发什么样的福
利。”刘光文告诉记者，联村党委
的成立，拓展和加固了三个村之
间的联系，让关系融洽的三个村
结合得更紧密了。

如今赵乃民、刘光文和张三
村党支部书记王克传任联村党委
委员，沣水镇组织委员孙璇担任

联村党委书记。
“联村党委的建立，充分发挥

了党员们的先锋模范作用。”赵乃
民告诉记者，张一村以党小组为
单位，分片分组主动开展志愿服
务，入党积极分子、村民代表普遍
参加，户代表和普通村民积极响
应，显示出党员模范作用的良好
效果。

建立在相对独立上的统一

历史上，张赵片区三个村原
先都属于张赵村。上世纪60年
代，张赵村分为三个生产大队，后
又改为三个行政村，延续至今。
现在，沣水镇通过建立联村党委
的形式，再次将三个村聚合到了
一起。

沣水镇党委副书记由昊伟告
诉记者，联村党委采用“村村互助
型”的模式组建而成，按照“平等
联合、共同受益”的工作思路，重
点解决发展资源要素整合、配置
和集约统筹利用不到位等问题，
实施聚力聚智、抱团发展。

“三个村之间是平等联合，共
同受益。”由昊伟表示，沣水镇张
赵片区联村党委是按照“三不变、
三独立、三统一”的原则运行。

沣水镇为了让联村党委发挥
最大的作用，首先制定了行政区
域不变、村民自治主体不变、集体
资产资源权属不变的“三不变”原
则。另外，三个村也保持财务管

理独立建账、独立核算和独立
收支。

在“三不变”和“三独立”的基
础上，沣水镇在联村党委的工作
中，进行统一部署、统一落实和统
一考评。

“这样一来，很多工作就推行
得更加及时和到位，片区的发展
也更具有整体性。”由昊伟说，联
村党委已经在沣水镇全面铺开，
在“大拆迁、快建设”百日攻坚行
动中发挥了良好作用。今年以
来，沣水镇顺利完成了东四路片
区、保税物流园片区、张赵片区
63000余平方米的拆迁。

沣水镇各片区专班通过联村
党委召开座谈会、入户走访等形
式，做好对党员、村民代表、拆迁
户的政策宣讲解释工作。通过联
村党委，沣水镇将拆迁工作中的
阻力降到了最低。

沣水镇党委书记张光敏告诉
记者：“我们通过组织振兴的模
式，将片区内的党组织整合到一
起，组成联村党委，集中农村优势
资源，形成发展合力，让村庄连片
发展，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
路子。”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李波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图书角

位于淄博市高青县县城北部的常家镇常盛社区，是由4个自然村合并而来的新建社区，其中2个自然村是从黄河滩区迁出来的。通过易
地搬迁安置，这两个村的村民告别了滩区恶劣的生活环境，搬到了工作、生活更便利的县城附近，他们的美好生活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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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村党员承诺榜

3月11日上午，在淄博经开区沣水镇张一村的党群文化广场上，几位锻炼身体的老人正在通过手机扫描党员承诺
榜上的二维码。一位老人告诉记者：“有了党员承诺榜,遇到什么困难和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来这里拿出手机扫一扫，
就知道该找谁啦，非常方便。”

附近的张二村和张三村，也都建起了同样的党员承诺榜。三个村庄通过建立“联村党委”这种形式，走出了一条乡
村振兴的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