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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则镇域经济兴。目前，石桥镇规
模以上企业达到24家，税收过百万企业10
家，人均可支配收入18053.3元。总投资30
亿元的复兴之路文化科技项目正在紧锣密
鼓地施工；建筑面积16.5万平方米、总投资
6亿元的济东数字产业园一期项目，已完成
主体建设，明年初将竣工投用；投资1.7亿元
的市级挂图作战项目三强生态科技园累计
完成投资1.02亿元，明年将全部建成。

沿着东外环一路往北,直抵济宁三号井

附近,一座集高效农业、休闲观光、科学普及
等为一体的高质量绿色发展生态牧场已初
具规模。这座被称为三强农牧科技生态园
的优质生态牧场不久之后将建立以循环农
业、有机农业生产,绿色蔬果采摘,青少年科
普研学等为核心内容的新型生态牧场,加快
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持续推动农牧观光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强农牧科技生态园是在石桥镇采煤
塌陷回填地上兴建，园区占地900亩,总投

资1.7亿元,可容纳3000头养殖规模，截至
目前,奶牛存栏 400 头，整个园区分为“奶
牛养殖牧场”“农业科技生态园”和“青少年
科普教育基地”，该生态园将一头通向都市
人的世外桃源和田园梦想,一头连着塌陷
地治理商业价值的提升,让塌陷地在治理
中实现产业、文化与生态的互促共赢。据
了解，牧场和生态园预计年销售收入8000
万元,直接和间接带动 300 多名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

社会经济高质发展

“忠孝仁和承祖训，诗书礼乐构家风”。
在太白湖新区石桥镇孝和文化博物馆，一幅
幅楹联书法作品无声地宣示着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孝”“和”元素，让文化自信从心底自然
涌出；在孙扩图乡贤纪念馆，雕塑、实景布展
配合着讲解员的生动解说，勾勒出一个礼贤
好士、清正耿直、治家严谨的人物形象，移步
参观之间，廉洁之风早已吹润心田；在位于太
白湖新区红色教育基地的石桥红色广场、红
色记忆馆，由红色文化走廊、张桥渡口处、红

色大舞台、“激流抢渡”雕塑处、“鲁南大突围”
历史展陈等一系列场所、馆、景勾勒出了一幅
不畏艰险、气势磅礴的红色画卷，仿佛让人回
到了那段峥嵘岁月……这十年，石桥镇聚力乡
村文化体系建设，通过书法楹联、实景复原和
现代声光电技术等综合方式让优秀传文化“两
创”理念“落地”、“入实”，紧紧围绕铸就政治品
格、筑牢理想信念、心存敬畏之心、树立底线思
维、营造政治清风的目标任务，打造党风廉政
教育参观研学线路，让广大参观者触摸传统优

秀文化脉动、感受红色历程澎湃激情、体悟新
时代下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扩大廉洁、政德教
育影响力，提高廉洁文化教育的感染力和渗
透力。

“立足文化‘两创’，我们还开展了‘千场
大戏进农村’文化惠民演出、公益电影播放
等，极大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石桥镇党
委宣传委员刘敏介绍，近年来，石桥镇探索
出一条新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之路。石桥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各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举办各类活动1500余场，为农家书屋
补充书籍，开展全民阅读、公益讲座、理论宣
讲等活动700多场，参与群众达到4万人次；
培育民间文体活动，鼓励组建民间艺术团3
支、徒步队20余支，成功举办“好媳妇、好婆
婆”评选、“美丽庭院”评比活动4期。石桥镇
政府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接群众文化需
求，让群众“点餐”、政府“配菜”，为群众定制
丰富的特色文化活动，真正让基层文化的种
子在群众心里生根发芽。

“文化兴”浸润“民风淳”

十年间，太白湖新区石桥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漫步在镇驻地，街道两侧商业繁华、门头整洁；徜徉在古泗河风景区，杨柳垂绦、绿树成荫之中感
受红色文化与廉政文化的滋养；复兴之路文化科技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中……十年间，石桥镇镇域经济高质发展、科教文卫
齐头并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

新时代、新征程，“区党工委、管委会提出在二次创业的基础上，全面实施‘三年蝶变’行动，把石桥定位为主战场，我们将抓住这次机遇，创新突破，
全力实施‘生态立镇、产业强镇、旅游兴镇、文化活镇’战略，强化党建引领、狠抓项目建设、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在‘乡村振兴’的宏
伟画卷上写下属于石桥的一抹亮彩。”石桥镇党委书记张小磊说。

济宁太白湖新区石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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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组织是保障。这十年，在太白
湖新区石桥镇的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加工车
间、生产一线，党员们高举党建旗帜、组成一架
架动能澎湃的“火车头”，带领广大群众向着

“乡村振兴”的前站奔驰而去。
“党建”与“乡村振兴”结合会带来怎样奇

妙的反应？一个小村庄用它的发展史告诉了
我们答案。“各位老铁，咱们的产品都是选用
的上好枣木，我们村有300多年的木匠历史，
手艺绝对没得说……”每到傍晚时分，苏庄村
的苏士静就在“快手”平台上开始直播，在他
的工作室里，茶海、根雕、手把件等作品琳琅
满目。“以前我是单兵作战，现在村里帮我成
立了木工合作社，带着村里30多人一块干。”

苏士静说，自从有了合作社，以前不能接的大
批量单子现在也能完成，自己是越干越有劲
头。

“党支部”建在“打工队”，如今苏庄村的这
支“党建+土建木工队”已经吸引了全村80 %
的男性劳动力。按照分工不同，日均工资从三
四百元到八九百元，“木工队”变成了远近闻名
的“富裕队”。在建立木工队的基础上，苏庄村
又探索出“党建+股份经济合作社”模式，发动
留守妇女种植蔬菜大棚，搞多种经营，村集体
经济收入也一举突破13万元，合作社资产达
到150余万元，村民年均增收2万余元。

与苏庄村相隔不远的吴家湾村同样经历
着党建带来的深刻变化。吴家湾村民营经济

发达，皮革生意可谓是远近闻名，但村民们鼓
起腰包的同时，村集体收入却较少，出现了

“个人腰包鼓囊囊、集体账户空当当”局面。

另外，随着近年来环保政策的收紧，村里以往
大量存在小作坊式生产模式也难以适应新的
市场要求，因此吴家湾村的产业转型升级势
在必行。

吴家湾村两委成员与村民代表多次在济
宁及周边地市考察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情况，
决定从绿化苗圃种植入手，调整产业结构、
壮大集体经济。在党员干部的带头下，吴家
湾村筹集集体资金260余万元投入苗圃建设，
按照目前市场价格计算，3年总收益可达500
万元以上。

在石桥镇像这样的“火车头”还有很多：在
新闸村，占据村庄主干道多年的违建被拆除，
多年亏空的集体账户实现结余；在北王一村，

党建工作与传统“孝和文化”相结合，把一个矛
盾纠纷突出的“后进村”变成了民风和谐的“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这十年，在“党建”这
面旗帜的引领下，街道干净了、村庄变美了、收
入提高了、邻里和谐了。

“火车头”带动“振兴梦”，石桥镇梳理培育
“党建+孝和文化”“党建+工匠文化”“党建+乡
贤文化”等一系列党建特色品牌，培育农村党
建示范区3个、示范点9个，打造五星级党支部
23个，三星级以上党支部达到100%，先后新
建改建了20个村级办公场所，建立社区红帆
驿站12处，全镇村集体经济收入100万以上的
村5个，50万元以上的村8个，10万元以上的
村25个。

“火车头”载着“振兴梦”

⚪孙扩图展馆

⚪根雕艺术展览馆

“济宁市市级文明镇”“济宁市经济快速
发展乡镇”“济宁市乡村旅游示范镇”“济宁市
教育强乡镇”“济宁市平安建设先进集体”“山
东省省级文明镇”“山东省卫生乡镇”“济宁市
乡村治理示范村镇”“济宁市级耕地保护激励
乡镇”“济宁市干事创业先进基层党组
织”……翻开石桥镇的十年履历，一个个省市
级荣誉记载着发展的脉动。

推进政务服务“一站式”“一窗式”服务改
革，投资1000余万的镇为民服务中心，设立
民生综合服务窗口11个、企业窗口2个，可办
理民生服务事项153项。建设农家书屋35
所，村级文化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法
制文化广场覆盖率均达到100%。“平安石桥”

建设深入人心，“雪亮工程”建设扎实有效，群
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好评率达99%以上，
2020年被评为济宁市乡村治理示范镇。强化
镇村两级责任，建成镇和为贵治理服务中心
和35个村级“和为贵”调解室，畅通群众诉求
渠道，95%的矛盾纠纷消化在镇村。

压煤搬迁一期登丰里社区88栋住宅楼和
配套设施已全部建成，高庄、朱庄已完成搬迁
上房工作、秦庄已完成选房工作，二期“六村一
校”完成李二村过渡搬迁工作。聚焦“两不愁
三保障”，大力推进扶贫产业项目建设，相继实
施安全饮水工程、危房改造工程、教育扶贫工
程、产业扶贫工程，全镇482户1052名贫困人
口全部实现脱贫，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投资400万元新建镇敬老院，建成李二、仙庄、
北一等村级老年公寓11处。先后投入2100
多万元，新建中小学教学楼、学生公寓楼、学术
报告厅等设施，投资600余万元新建省级实验
标准的中心幼儿园1所，投入2644万扩建石桥
中学，投资2000万元新建登丰里幼儿园，适龄
儿童入学率、义务教育入学率均达到100%。
新农合参保率连续9年保持100%

“村村通”“户户通”道路硬化率达到
100%，完成农村四好路新建、改建道路里程
108公里，硬化村内街道66公里。完善1.7
万亩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
完成农户改厕 11334 户，专人管护公厕 41
座。气代煤改造7009户，电代煤改造3417

户，用户侧改造10890户，除待压煤搬迁的6
个村外，全部完成“电代煤”“气代煤”及“用
户侧”改造和自来水城乡一体化、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工程。相继完成镇驻地改造工程、
小荷花路升级改造工程、泗河堤堤防加固工
程和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南四湖片区治
理工程。完成625.35亩北三村、910亩矿外
路（一期）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及2200亩九
曲湖抢土工程。全长4.188公里的西浦路、
西浦路沿线农村道路、济东新村12条道路翻
新以及矿外路升级改造工程均已竣工通
车。新建高标准农田5003亩，稳定粮食播种
面积3.62万亩，粮食总产达到4万吨，生猪存
栏1万头以上。

群众生活幸福和谐

根源来甚远，百尺苍崖裂。2021年，石桥镇荣登全国千强镇名单，位列
全国第294位，济宁第3位。坚持党建领航、文化浸润，石桥镇正在乡村振兴的
航道上拓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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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桥镇为民服务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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