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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企联建肉鸭养殖基地

因地制宜打造口袋公园

初冬时节，走进嘉祥县卧龙山街道谷庄、
黄岗村片区，一幅幅村美人和的乡村振兴画
卷映入眼帘。卧龙山街道地处嘉祥县西部，
辖32个行政村，人口7.8万，面积76.4平方公
里，因辖区卧龙山得名，是麒麟传说和鲁锦文
化的发源地，先后荣获省级“文明村镇”“旅游
强镇”“平安建设先进乡镇”等称号。今年以
来，卧龙山街道活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做
法，以和美片区建设为示范引领，以群众主体
作用为内生动力，以长效机制建设为工作目
标，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全力打造“和美儒
乡”卧龙山样板。

坚持高位谋划，推动各项任务落实。把
和美乡村打造和示范片区创建，作为推动乡
村振兴的重要政治任务，主要领导亲自挂帅，
主持召开专题会、现场会等32次，打通堵点、
解决难点60余个，坚持每周调度工作进度、每
月开展督查评比，将整治创建工作纳入村级
考核，每周一通报、每月一排名，结果与村干
部考核绩效工资挂钩，倒逼村级责任落实。
实施了村庄清洁、筑基、扮靓“三项行动”，投
入机械设备380台次，清运“四大堆”140余
吨，拆除乱搭乱建36处、危旧房屋18处，清理
破损广告牌匾等60余处；修补路肩28公里，
安装太阳能路灯120套；高标准实施绿化提升
工程，补植冬青、石楠球等绿植2.6万余株，栽
植海棠、百日红等花树5000余棵，打造绿化
景观小品12处，实现“三季有花、四季常青、开
窗有景、出门见绿”；先后美化墙体6万余平
方米，新增彩绘86幅，对5处坑塘进行了生态
整治，让昔日废弃坑塘成为如今靓丽风景。

坚持人民主体，凝聚环境整治合力。把读
懂民心、尊重民意、维护民利作为工作出发点，
组织开展支部书记“环境整治我来说”活动，通
过“微信群里说一说、支部开会谈一谈、入户走

访拉一拉”等形式，营造“大家事、大家议、大家
定、大家干”的浓厚氛围，收集采纳群众对环境
整治的意见建议60余条，全部纳入各村整治方
案，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避免工作走偏、
不接地气。注重激活群众主人翁意识，发挥好
群众主体作用。依据涉农政策和群众需求，有
针对性制定了激励群众参与环境治理的6条措
施，同时发挥好文明银行积分激励，不仅家家
户户主动清理自家房前屋后卫生，而且主动参
与道路、广场、坑塘以及休闲健身等公共设施
建设。在整个片区建设中，群众主动出资出劳
出技术节约成本300多万元，实现了党建引领
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

坚持产业支撑，完善片区造血功能。把
产业发展作为片区建设的“助推器”，整合各
级农业政策、资金、项目，推进农业适度规模
化、产业化、特色化经营，积极培育发展龙头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服务主
体，一大批优质产业项目在片区内生根发芽，
带动了村集体和群众增收致富，为片区建设
提供了资金保障。比如，振兴村党支部将领
办的嘉祥县三村合作社种植的特色果蔬作为
群众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奖品进行发
放，每年列支资金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
维护。村庄环境的改变带动片区内各村联建
的企业纷纷行动，主动助力和美片区建设，黄
岗村祥大食品公司和嘉彩农业公司及佳缘文
旅公司、长集村的呈祥苗木牡丹种植专业合
作社、谷庄村的大德蔬菜公司等6家企业先后
捐款40余万元，用于人居环境整治，重点提升
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坚持乡风引领，营造和美浓厚氛围。完
善片区乡村文化体系建设，统筹推进乡村文
化遗产保护、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文化阵
地建设、乡村文化活动繁荣，探索走出一条生

态美、产业美、人居美、文明兴的乡村文化振
兴之路，绘就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画
卷。长直集村依托千亩牡丹园打造牡丹文
化，将坚持牡丹产业发展和牡丹文化提升“两
手抓”，举办了嘉祥县首届牡丹花节，推动产
业和文化高质量融合发展，大力推动文旅融
合，将“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黄岗
村聚焦乡愁文化，践行“两山”理念，将原有被
破坏的土地清理利用，按照户数划分，每户一
分田，既让闲置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也让家家
户户有个“菜园子”，在家门口体验“采菊篱
下”的闲情逸致。

坚持常态长效，健全长期管理机制。为
实现整治成果长期保持，逐步探索实施了“五
个一”措施，实现人居环境整治常抓不懈、常
态长效。压实一个主体责任。将人居环境纳
入村级大考核大排名，每月开展“人居环境大
比武”活动，发放“流动红黄旗”，落后的村表
态发言，压实村级主体责任。落实一批制度
机制。各村因村制宜，探索实施了门前五包、
网格管理、红黑榜、“周末全村卫生大扫除”

“最美庭院”评选、“我家街巷最好看”“绿红
黄”三色管理等长期坚持的制度。用好一个
载体平台。结合“文明银行”，让群众参与人
居环境整治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物
资奖励，形成“人人行动、户户参与”的工作氛
围；搭建一个智慧系统。利用“智慧卧龙山”
数字平台，连接各村监控摄像头，无人机飞行
查询，健全问题发现、上传、整改、反馈的完整
工作机制。完善一套资金保障。各村从集体
收入中，拿出至少10%，反哺人居环境整治。
街道多方筹集资金，设立了“人居环境奖励资
金池”，用于奖补各村，每月奖补一等村1个
1000元、二等村2个分别600元、三等村3个
分别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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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暑期义务彩绘文化墙

党建长廊下宣讲红色故事

耕读传家 崇文重教

公益岗修剪绿化带

好媳妇、好婆婆表彰活动 欢聚一堂品尝大厨做的菜

农家书屋乡村振兴加油站

送戏下乡文艺汇演

为老情暖夕阳志愿服务

昔日撂荒地今日一分田

一起奔向美好未来

废旧坑塘变身靓丽废旧坑塘变身靓丽““金谷湾金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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