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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张静 报道
　　本报9月28日讯 今天中午12时
许，在位于西海岸新区水灵山路127号
的“户外劳动者驿站”里，2名环卫工人
吃过午饭，从驿站一角新安装的书架
上抽出两本党史书籍，津津有味地翻
看起来……
　　原来，这里不仅是户外劳动者驿
站，还是当天刚刚揭牌启用的新区首
家户外劳动者党史学习教育驿站。
　　“户外劳动者驿站是一个为环卫
工人、交警、出租车司机等提供餐食加
热、饮水、休息、如厕等功能的临时休
息场所，我们依托这里人多面广的优
势，将户外劳动者驿站打造成‘党史学
习教育驿站’，让环卫工人、建筑工人、
快递员、外卖小哥、过路市民等在此休
息之余可以顺便学习一些党史知识。”
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张均恩告诉记者，该驿站打造的
初衷就是要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群众
日常生活中，开辟出党史学习便民服
务 阵 地 ，激 活 党 史 学 习 教育的神经

末梢。
　　记者看到，在驿站党史学习区域
里，陈列着党史书籍600余册，并配备
了一张大板桌、纸笔以及老花镜供大
家使用。“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在这里，我们为

大家提供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图书阅览以
及党史视频展播、党史知识宣讲等一
系列服务，还采用‘双专’服务政策，
即配套一块红色专区、一批专人 维
护，让‘红色’服务不打烊。”张均恩告

诉记者，党史学习教育驿站对所有市
民免费开放，既能解决大家学习时间
不确定、学习交流开展少等问题，又
能让市民在家门口阅读红色经典，铭
记红色历史。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海
岸公用事业集团党委不断拓展党史学
习教育方式方法，采取“三式联动”模
式，串起党史学习教育的“点线面”，提
升学习效果。据统计，该集团共开展
学习宣讲、文艺汇演、走访慰问、现场
教学等主题活动270余次，参与党员职
工总数达到8100余人次；开设“掌上”
学堂、“线上”竞赛，全体党员可随时随
地学习党史知识、分享学习心得；先后
组织开展了助力乡村振兴、服务进社
区、宣讲进校园、垃圾分类宣传、党建
联建办实事等100余次主题活动，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新、走实。
  “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试点，根
据实际使用情况在全区的环卫驿站中
进行推广，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火’起来。”张均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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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新区2020年度优秀第一书记，王台街道乡村振兴工作队驻徐村第一书记杨仕波———

引项目富口袋，兴文明富脑袋
   □本报记者 周莹

　　他是驻村第一书记，坚持引项目兴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产业增效村民增收；他坚持“富口袋”和“富

脑袋”并重，深挖村庄历史，擦亮村庄文化品牌，推动文化振兴；他把改善和提升民生福祉作为乡村振兴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在今年7月份召开的全区乡村振兴工作队（社区治理工

作队）2020年度总结暨2021年度工作推进会上，他因工作成绩优异被评为2020年度优秀第一书记，他就是王台

街道乡村振兴工作队驻徐村第一书记杨仕波。

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村民幸福感获得感

深挖村庄文化
让村民脑袋富起来

大力引进项目
带动集体村民双增收

杨仕波（右一）组织新世纪小学学生到徐村研学。（资料照片）

 　　

　　2020年5月份，杨仕波刚到徐村的
时候，该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村民收
入主要靠外出打工。驻村后，杨仕波
坚持引项目兴产业，采取“外部洽谈和
内部挖潜”相结合的模式，洽谈引进了
一批好项目、大项目，增强了村集体发
展后劲。在他的协调下，徐村共引进
和成立了7家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
促进了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
　　其中，引进优锐特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为村集体增收近13万元；引进显
泓工贸有限公司，帮助60余名村民实
现了家门口就业；引进宇鑫宏远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等4家税源企业，其中宏
景华工贸有限公司预计首年产值1.68
亿元，贡献税收630万元；次年起产值
将达6.72亿元，预计贡献税收2500
万元。
　　在引进青岛宏景华工贸有限公司
的过程中，杨仕波广泛发动各方力量，
为该公司在徐村找到合适的生产厂
房，还应企业要求，推荐一家本地装修
公司为其尽快装修。目前该公司生产
设备已入场，并将于近期调试成功后
投产。

　　杨仕波说：“要想富口袋，必先富

脑袋。徐村有着3000多年深厚的文化
底蕴，我们通过成立诗社等文化组织，
不断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思想素质，
并通过深挖文化，擦亮徐村的文化品
牌，进而增强徐村的魅力。”
　　驻村以来，杨仕波秉承“不能让农
村成为新时代文化荒漠”的理念，坚持

“富口袋”和“富脑袋”并重，先后成立
徐村桃花源诗社等6个文化组织，并建
成了青岛文化研究院“新时期乡村文
化研究实践基地”、黄海学院学前教育
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基地”等一系列文
化基地。
　　徐村共有626户，1700余人，留

守村庄的以妇女、儿童和老人居多，
面对这种情况，杨仕波采取“外引内
强”措施，授予青岛一凌网集成有限
公 司 董 事 长、区 计 算 机 协 会 会 长 等
10余位优秀人才“徐村荣誉村民”称
号 ，为 徐 村 的 持 续 发 展 建 立“智 囊
团”；与黄海学院学前教育学院签订
共 建 协 议 ，定 期 培 训 徐 村 幼 儿 园 老
师 ，让 农 村 孩 子 享 有 和 城 里 孩 子 一
样的教育条件。

　

　　徐村有近万亩桃园，每年约产5000
万斤蜜桃，以前只有销售原生水果一种
业态，没有其他相关产业。今年，徐村党
委带头领办蜜桃专业合作社，积极组织
村民参加区、街道组织的网络直播带
货、农业技能等培训，提升村民就近就
业创业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
力。通过采用直播带货、对接农业公
司、网上销售等多种方式，徐村桃子的销
售情况比去年有了大幅提升。接下来，
徐村计划拉长桃子的产业链，引入深加
工产业，把桃子加工成果脯、果汁等。
　　乡村振兴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是为了改善和提升民生福祉，提高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让群众共享
改革发展的红利。
　　驻村一年多来，杨仕波统筹各方
资 源 ，联 系 社 会 各 界 为 村 里 的 困 难
群体捐款、捐物等共计63万余元，赢
得了村民的一致称赞；为徐村93名
80岁以上老人举办百寿宴，并联系
爱心企业为参加活动的老人准备饼
干、祝寿蛋糕、保暖内衣等福利；联
系区市场监管局捐赠153把会议座
椅，用于改善徐村剧院观影条件；迅
速推进徐村中心卫生室升级扩建，让
村民看病更舒心；建成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让老有所养、老有优养在
徐村率先实现……
　　在杨仕波和徐村党员干部的共同
努力下，2020年12月，徐村党委被山东
省委组织部评为“干事创业好班子”，
2021年7月被新区工委组织部评为首批

“红旗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