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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街道

相伴青春
关爱成长

“土地瓜”成了“金疙瘩”

  □记者 王培珂 报道
　　本报讯 为促进青少年身体素
质和心理健康全面发展，近日，珠海
街道铁橛山路社区举行“相伴青春
关爱成长”心理知识讲座，来自西海
岸新区的青年志愿者、高级心理咨
询师薛贞艳用生动的案例，为焦虑
的家长和困惑的孩子们答疑解惑。

张家楼街道因地制宜挖掘培植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记者 丁霞 报道
　　本报讯 近日，黄岛街道发生了
这样一件让人揪心的意外事件，一保
洁工作人员张女士不慎掉入化粪池，
幸亏被巡查中的社会治理专职网格员
及时发现并迅速救起，成功避免了一
场悲剧的发生。
　　据 了 解 ，事 发 当 天 下 午 两 点 左
右，黄岛街道海南岛路管区专职网格

员王瑞梅和臧蕾像往常一样在所辖
网格内巡查，途经柳沟社区玉环岛街
56号楼时，隐约听到时有时无的“救
命”声。王瑞梅和臧蕾根据声音 方
位，穿过绿化带，发现了绿化带后化
粪池里只露着半个脑袋的保洁人员
张女士。眼看张女士就要坚持不住
了，说时迟那时快，臧蕾和王瑞梅立
即上前，跪在地上试图一鼓作气将其
拉上来，可张女士早已筋疲力尽，无
法配合王瑞梅和臧蕾，一时竟然没有
成功救出。时间多增加一秒，风险就
加大一分，王瑞梅双手紧紧抓着保洁
员的手臂，一边说话安慰，一边让臧
蕾赶紧去喊人。臧蕾边打电话给社

区领导汇报，边跑向马路“抓人”，找
有力气的男同志来帮忙。终于，在众
人的一起努力下顺利将张女士救了
出来，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从发
现到成功救人，整个紧张的过程中只
有6分钟。”臧蕾说道。
　　自“我爱青岛·我有不满·我要说
话”民声倾听主题活动开展以来，黄岛
街道社会治理专职网格员根据“七大
员”职责做好网内巡查、群内协调、组
团处置的同时，积极走近居民听民声、
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截至目前，
累计走访入户12000余户，倾听受理居
民 反 映 各 类 问 题 1 5 4 4 3 条 ，办 结 率
98.96%。

不慎掉进化粪池，幸好来了网格员

全员下沉一线
入户倾听民声

  □记者 张希文
　　通讯员 夏乾峰 报道
　　本报讯 今年，自“我爱青岛·
我有不满·我要说话”民声倾听主题
活动开展以来，大场镇健全机制，扎
实推进“三我”活动服务居民、惠及
居民。
　　通过在全镇重点区域和人员密
集区安设征求意见箱、专职网格员
入户发放便民服务卡、调查问卷等
方式，大场镇落实好“全员下沉”长
效机制，搭建“镇—管区—村”三级
信息收集渠道。
　　另外，强化督导，对群众反映问
题实施挂图作战，逐项明确施工图、
里程表、时间点，确保民声倾听事项
按时限落实责任、销号清零。同时，
成立专项督查组，建立督查通报制
度，对问题事项办理情况进行跟踪
督查，确保各项民生事项妥善解决、
落到实处。

大场镇

　　

  
  □本报记者 张希文
　　本报通讯员 吴滟蔚
　　
  秋日的张家楼街道逄家桃园村仍
然一片葱郁，生机盎然，近日，村支书逄
境明正在办公室里和几个村民一起捧
着一包薯片研究，“这是一包红薯薯片，
我从泰安一个朋友那拿回来的，大家看
看这个思路怎么样。”逄境明说道。
　　和逄境明讨论的村民也是合作社
的农户，这几年种植地瓜，大伙都尝到
了甜头，现在逄境明想带着大伙朝着
深加工的方向努力。用逄境明的话
说：“咱们的地瓜这么好，不加工可惜
呀。”
　　逄家桃园的这一幕，是张家楼街
道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助
推乡村振兴的缩影。近年来，该街道
强化党建引领，建强基层组织，大力发
展村级经济，优化农业产业、产品结
构，激发发展内生动力，因地制宜做强
特色，其中逄家桃园村的土地瓜便成
了致富的“金疙瘩”。

　　逄家桃园村曾是当地远近闻名的
贫困村，村里有种植地瓜的传统，但是
村民们忙活一年下来卖不了多少钱，
丰产不丰收的尴尬困扰着种植户。
2014年，张家楼街道党委主动联系在
外经商的逄境明，说服他回村带领村
民致富。回到家乡后，逄境明带领村
两委干部拆除违法建筑、整治环境卫
生，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很快赢得了村
民的信任。
　　硬件修好了，下一步村庄怎么发
展、村民怎么致富？
　　有着多年经商经验的逄境明认准
做农业有广阔舞台，便将主攻方向放
在村里传统优势地瓜种植上。“这里的
土质、环境等天然条件好，地瓜味道独
特。”刚到村里时，当他和村民们说要
种地瓜致富时，村民们都笑了，“本来
指望着逄书记回来后弄个大厂子打工
挣钱，结果还叫我们种地瓜！”
　　对务实的逄境明来说，干比说更重
要，得发动更多人带头行动起来，让群
众尽快看到变化才是最好的回应，于
是，逄境明自己先尝试种植。从南京引
进了优良品种，收获后卖到5元钱一斤。
后来，逄境明又邀请专家来指导科学种
植，地瓜产量翻了一番。村民们一算
账，按照亩产6000斤、普通品种单价2元

钱计算，每亩收入可过万元。眼看着几
位带头人让土地瓜变成了“金疙瘩”，大
家也纷纷扩大种植规模。
　　发展的路子找对了，但小规模种
植难以形成产业，必须走合作社发展
之路。逄境明以村两委成员、部分党
员为骨干，在2018年8月24日，青岛红
寨岭地瓜专业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
合作社统一引进新品种，统一对外开
拓市场，让全村的销售一下子掀起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带火了农业，带富了农民，小红薯
的种植更为美丽乡村建设添砖加瓦，
2018年，逄家桃园村获评省级美丽乡
村称号。如今的逄家桃园村，街道干
净整洁，红薯育苗大棚内一片葱翠，
3000平方米的红薯储存大棚薯香四
溢。逄境明说：“下一步我们不光有鲜
薯，还要有烤薯、薯干、薯片，大家一起
努力把地瓜产业做大做强。”
　　据张家楼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的进程中，街道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
振兴的突出重点来抓，通过“支部+合
作社”“公司+农户”的运作模式和科技
种植大户的引领，因地制宜挖掘和培
植特色产业，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
新动能。

村支书逄境明向记者介绍他今年种植的“西瓜红”地瓜。□记者 张希文 报道

六汪镇

开展“两员”培训
推进人口普查

  □记者 梁玉鹏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六汪镇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两员”综合业务培训
会在六汪镇便民服务中心二楼会议
室举行。
　　据了解，参加本次培训会的人
员分别是各村的人口普查员和人
口普查指导员，共197人。来自区
普查办的三位工作人员从基础业
务培训等多个方面对参会人员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详细讲解。据介
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首次引入
移动手持终端普查方式，与以往传
统纸质填表普查相比，自动手持终
端方式的引入不仅方便快捷，而且
节约成本，准确率更高。在本次培
训会中，工作人员对如何使用移动
端进行人口普查进行了详细讲解，
让基层普查员与普查指导员更快
熟练操作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