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石桥镇有一条省级最美乡村公路——小荷花
路，被当地群众称为“爱情隧道”，道路两旁绿树成
荫，微风吹拂，柳条随风飘扬，美得让人流连忘返
……

石桥镇深入贯彻“两山”发展理念，锚定绿水青
山和金山银山双赢战略，全力推进河湖水系生态环
境修复，积极开展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
抓节水行动，全面铺展天蓝水绿的生态画卷。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深入开展人居环
境五年提升行动，坚持从农村厕所、垃圾、污水“三
大革命”入手，一体化推进农村厕所粪污、生活污
水、黑臭水体、畜禽粪便治理，累计完成户厕改造
11896户，农村专人管护公厕普及率100%，农村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6%以上，省市级美丽乡村
创建数量达到 18 个，“美丽庭院”示范户创建达
2871户，人居环境多次在全市督导考核中名列前
茅。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和生态文明持久战，全力落实“林长制”“河长
制”，不断健全河湖管护机制，推进镇村河（湖）长开
展巡查；扎实推进林业增绿增效，完成投资1460万
元的新闸、辛店绿满乡村绿化项目。全力推动南四
湖流域河湖水域岸线“清废行动”，大力推广有机肥
替代化肥、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化肥农药和农村
面源污染减量增效的体系基本形成。

丰实采煤塌陷地治理有效路径。石桥镇紧邻济
二、济三煤矿，全镇采煤塌陷地总面积达2.3万亩，
自2009年起，石桥镇抢抓政策机遇，提前编制土地
预复垦方案，通过抢救性抢土复垦、发展台田、发展
旅游观光区等三项举措，把历史包袱转化为高质量
发展空间。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生态+
产业”丰实塌陷地治理路径相继被大众日报、中国
农网、中国网（文明中华）等媒体宣传推广。建设以
人工湿地治理、生态产业开发和土地复垦复种多轨
发展之路，统筹生态环境修复和土地资源利用，采
用多元化投资模式实施土地投资整治项目，实现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注重发挥龙头
企业带动作用。在治理改造基础上，利用治理后的
土地和生态资源，引进济宁三强乳业有限公司投资
1.7亿元，打造了以三强乳业农牧生态科技园为核心
的现代都市农业示范区，带动了周边村9000亩土地
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直接经济效益6800万元，年
增加周边村集体经济110余万元。

党建引领 文化铸魂 绘就天蓝水绿的生态画卷
——太白湖新区石桥镇乡村振兴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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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领航，点燃乡村振兴“红色引擎”1

在这里，最美的风景就在您的脚下，春看花、夏赏荷、秋采摘、冬慕雪；在这里，最厚重的文化就在您的身边，运河文化、红色文化、孝和文化……乡村振兴的生
动画卷徐徐展开。

近年来，石桥镇按照中央和省市区关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工作战略部署，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整合辖区优势资源，不断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现代
农业产业、文化生态加快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先后荣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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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信访工作示范镇”“济宁市干事创业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2023年石桥镇连续第8次入选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名单，名列全市第3名、全省
第27名、全国第288名。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交出了一份精彩的“石桥答卷”。

太白湖新区石桥镇地处南阳湖畔、泗河之滨，自
古为南北水陆交通要道，曾经发生过很多革命故事。
当地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党员教育基地，推
进红色文化融入基层党建，为乡村振兴注入“红色动
能”。

石桥镇聚焦强堡垒、育头雁、兴产业、优环境、育
文明，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推动基层党
建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以党建引领添动能，以发展
融合促振兴。构建起了党建共建共享融合发展的新
局面。

围绕基层党建全面过硬，实施“1626”强基固本工
程。通过印发《石桥镇加强党的建设2023年工作方
案》，分类制定党组织“明职亮责”“实事承诺”40条党
建重点任务清单。明确全镇220余名村（社区）两委
成员职责，统一公示村居承诺为民实事项目120余
条；开发“志愿石桥”积分兑换服务平台，打造“党建+
志愿服务”模式，成立“1+7+N”志愿服务队伍150余
支，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800余次，在全镇形成人人都
担当，人人都作为的良好氛围。

深化“党建+产业”头雁领航行动，扎实开展“村企
联建”活动。根据各村特色资源，采用“政府架桥、村
企联建、集体增收、村民受益”的模式，组织全镇32个
村与26家企业签订“村企联建”协议，构建村企互利
共赢合作模式。通过实施“一村一品”战略，先后完成
栗河崖莲藕种植产业园、罗场农产品储备库、张桥西
村厂房等11个产业项目建设。扶持新闸村发展2000
亩藕虾稻蟹混养种植，培育了石桥肽桃、齐营西瓜、刘
营西红柿、陆桥火龙果、栗河无花果、新闸莲藕等优质
农产品。

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有效路径。坚
持以基层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为抓手，梳理打
造了“孝和治村”“党建+工匠文化”“红色记忆”“党员
三亮三比”“党员巷长”等系列党建品牌。通过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和为贵”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和

“多网融合”社会治理平台建设，全力构建五级网格纵
向递进工作架构，将“党建、综治、计生、创城”等各类
治理功能全部聚集下沉网格，提高公共管理、综合服
务效率，真正实现“微事不出格、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今年以来，北王一村、吴家湾村、孙道口村分
别获得首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省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和省“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示范创建村”等荣
誉称号。苏庄村先后被评为“济宁市群众满意网格”，
被省委组织部评为“干事创业好班子”，北王一村获评
为“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

在这里传统文化、泗河文化、金石文化、红色文化……
多元素的碰撞,带给您与众不同的享受，该镇深挖、解析、保
护、传承古泗河流域地方文化基因，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
时，留住“乡愁”，让石桥形象独具地域文化情怀。

石桥镇坚持全方位布局文化振兴，聚焦乡村文化塑
形，传统文化提升，红色文化引领，提出了开展文明乡村
建设、助力乡村文化重塑、激发乡村文化潜力的新时代
文化振兴路径。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深入推进文化场所建设，村级
文化广场、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覆盖率达
100％，新配、更新健身器材80余件。大力实施乡村文
化惠民活动，持续开展“千场大戏进农村”惠民演出活
动，落实巡回演出155场次，开展公益电影播放450场
次。持续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创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所建设，相继举办“新春送万福”“广场舞大赛”“消
夏艺术节”“趣味运动会”“公益书法班”等各类主题鲜明
的群众文体活动20场，参与群众达到1万余人次。成功
举办“好媳妇、好婆婆”评选、“美丽庭院”评比活动。积
极参加省级文明村评选活动，截至2023年省级文明村
数量达到9个。

盘活优秀文化资源。围绕“以文化人、以文培元”这
一主题，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乡贤文化、古泗河文
化、红色文化等文化元素，在张桥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相
继建成孙扩图乡贤文化馆、“鲁南大突围”红色记忆馆、
泗河金石博物馆、军事模型馆等项目，形成集泗河文化、
传统文化、廉洁文化、红色文化、军事文化于一体的综合
文化阵地，以“党建引领、融合共享、服务群众”为理念，
打造党员现场教育基地、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国防教育
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等文化“两创”基地，推动基
层教化育人、服务群众、社会治理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文
化振兴。基地建成以来，每年约有820余个市内外团
体，个人前来参观学习达10万余人次。

《济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草案公
布，将石桥片区建设纳入济宁市“一主、两翼、三轴、五片”
中心城区空间布局，定义为“济宁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示范区，2023年3月26日，太白湖新
区石桥片区开发指挥部正式揭牌启用，按下了新区三年蝶
变行动的快进键，预示着石桥镇已经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未来，石桥片区将聚焦新区实体产业基地和乡村振兴
主战场功能定位，围绕“2+3+N”产业体系，着眼促进全域
资源合理布局、科学配置。打造临菏路北部中西南北差异
化发展的四大主体功能区。在北部，打造高品质文旅商区
和数字产业新城；在中部，打造精致城镇和市级乡村公共
服务能力示范镇；在西部，争创城市零碳发展转型示范区；
在南部，依托济微高速、济邹高速、宁安大道等便利交通条
件，打造电商物流产业园。

同时，围绕临菏路以南创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
建设，紧扣文旅产业做大做强、都市农业扩容提质，招引文
化项目；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发展优质高效高
产农业，打造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区。依托政和科技企业
孵化功能，招引迁入高新技术企业，促进与大院大所技术
合作，建设高科技产业研发基地。

未来可期。石桥镇将按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总
要求和济宁市乡村振兴“13588”工作布局，围绕石桥片区
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改
善人居环境、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党建引领乡村
振兴，努力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
展，不断开创乡村振兴工作新局面。

以文培元，打通乡村振兴“源头活水”2 生态宜居，铸就乡村振兴“无价之宝”3 动能澎湃，按下飞速发展“快进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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