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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基层谋发展 服务大局促振兴
——— 市直第七批派驻峡山区第一书记工作侧记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晓强 通讯员 赵俊国 文/图

  市直第七批派驻峡山区第一书记工作大组驻村以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工
作要求，立足峡山区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发展大局，突出抓党建、抓发展、抓治理、抓民生“四抓”和有情怀、有责任、有本事、
有规矩“四有”工作要求，主动作为、积极担当，将包村帮扶工作充分融入峡山发展大局，助推峡山区开展“一联三调”等重点
工作，为峡山区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田园城市贡献力量。 旱涝调平衡 改善生产条件

  “多亏驻村的韩书记争取来
资金疏通村庄沟渠，虽然今年的
雨水来得多，但去得也快。以前我
们这里一遇到旱涝就发愁，庄稼
收成全靠天。现在好了，旱能浇、
涝能排，今年玉米的收成特别好。”
近日，峡山区郑公街道后岭村党支
部书记王金波向记者介绍说。
  王金波所说的韩书记，是市中
级人民法院驻郑公街道后岭村第一
书记韩重华。
  韩重华自驻村以来，深入一线、
以身作则，带动村“两委”和村民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同时全面参与村务，为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韩重华根据村庄
地理条件，制定“疏淤、通行、防护、娱
乐”综合规划，争取20万元资金实施“双
涵桥—文体广场”项目，有效改善村内
环境，丰富村民生活。其间，韩重华带领
后岭村工程监理会，对项目建设进行全
面监督，有力保障项目顺利施工。项目建
成后，极大提升了后岭村的抗旱涝能力

和交通状况，特别是今年汛期期间，疏通
后的河道有力保障了村庄排涝，得到群众
一致认可。如今，建成的广场也成为集娱
乐、健身、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
场所 ，为乡村生活增添了一抹亮丽的
色彩。
  乡村振兴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
务，没有长远的规划是行不通的。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驻王家庄街道
学田村第一书记刘红奎深知这一道理，充
分发挥自然资源部门的职能优势，将制定
村庄规划作为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市局领
导8次带领局业务科室负责人、规划设计
单位召开座谈会，进行现场调研，为学田
村在内的全区13个村分别制定村庄规划，
为村庄发展提供指引。
  刘红奎经过与村“两委”班子研究，确
定在荒沟上修建拦水坝，并先后筹集资金
8万余元，结合他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工作经验，就地取土筑建拦水坝，形成
2800平方米的水面，惠及周边耕地100余
亩，实现了旱期涵养水源、汛期有序排涝

的目标。
  今年以来，峡山区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通过打通主脉、疏通血管、畅通沟渠等
方式，实现全域河流水系与农田水网的互
联互通。构建“1+4”区域水网共治模式，由
区水利部门负责主干河流“动脉血管”，4
个街道分别负责辖区支流水沟等“毛细血
管”，通过“铺管引流+河道清障+沟渠疏
浚”，形成覆盖全域的农田灌排一体化水
网布局，达到旱能浇、涝能排目标。目前已
新建改建供排水设施1880余座，完善沟渠
31.6万米，地表水存蓄能力扩大10%。同
时，针对易涝区开展系统整治，配备大功
率排水设备，确保在强降雨时能够及时
排水防涝。为保障水网建设顺利进行，峡
山区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实施供水保障、
防洪提升、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等工程项
目，不断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和水旱
灾害防御能力。这些举措让“短板”土地焕
发新活力，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稳定
性 ，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水利
保障。

零散调规模 推进强村富民

  峡山区作为省级战略水源地，由
原4县市边缘地带的275个村组成，库区
移民村达到229个，基层基础相对薄弱，
产业发展受限，村集体和村民增收渠道
窄。为破解制约村庄发展的难题，第一
书记们以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改革为契
机，探索适度规模经营模式，持续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推动乡村焕发新活力。
  市委办公室驻太保庄街道望仙埠村
第一书记郝振宁，针对村庄土地碎片化、
农村空心化、发展薄弱化等问题，配合街
道联合周边10个村，成立“乡村兴望·仙人
一埠”共富片区，新流转土地800余亩，在生
产管理销售全过程实行统一模式，推动农
田“优质、集中、连片”运营，提升科技含量，
压缩种植成本，以强村带弱村，为街道农业
种植作表率、当示范。

  为加强土地流转后作物种植的针对性，
市农科院驻王家庄街道徐村第一书记郎文
培，立足峡山农业发展实际，开展科技服务工
作，争取派出单位在全区增设240个施肥配方
测土点，开展取土培训4场，及时制定和公布
主要作物区域施肥配方及施肥方法，提高配
方施肥技术覆盖率，增强土地作物施肥作用，
提升种植产量和质量。
  为保障土地流转资金，中国工商银行潍
坊分行驻岞山街道盘马埠村第一书记孟迎晨
多方协调，由派出单位联合省农担公司在峡
山区合作开展“党旗插田间 聚力促共富”金
融赋能乡村振兴活动，为村庄开展整村授信，
向全区投放涉农贷款9200万元，为全区农业
农村发展注入强劲金融活力。
  今年以来，峡山区以跨村联建为抓手，成
立15个联村党组织，确定土地流转型、农事托

管型、集体经营型产业发展模式，强化抱团发
展，推动农业结构向规模化、规范化转型升
级，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创新推行“三
级书记示范田”，通过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动，
激发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配套成立15个工作
专班、1家农业综合服务公司、2家农事服务公
司，用于吸纳周边剩余劳动力，提供“耕、种、
管、收、储、售”等精准高效一体化农事服务，
实现了生产要素全供给、生产过程全服务。引
入省农担公司提供担保和信用支撑，在峡山
区设立山东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工作站，推动
村级资产资源线上交易，实现30万元以下工
程采购、资产处置、资产资源交易监管到位、
公开透明。目前，新增流转土地3.26万亩、大田
托管面积1.24万亩，发展培育新型经营主体35
个，辐射带动2.7万农户增收致富，增加村集体
收入300余万元。

产业调结构 增强发展动力

  为提升帮扶村发展的“造
血能力”，第一书记们坚持以
市场导向、因地制宜、规模发
展、科技创新和把握政策底线
为原则，利用现有农业公司、园
区、合作社、农场，通过政策扶
持、资源争取、扩大设施规模、完
善经营模式等方式，推动特色产
业发展，进一步调整村庄产业
结构。
  市统计局驻王家庄街道业家
官庄村第一书记桑永平，结合村庄
实际，与村“两委”班子积极探索发
展特色产业。经过多次考察和论
证，流转土地80亩发展香椿产业。争
取资金32万元，建设两个香椿种植
大棚，结合“村党支部+合作社”的方
式，带动村民参与产业发展，并成立
潍坊市峡山潍水左岸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增收
致富。

  发展产业，依托村庄现有资源，激
发村庄自身发展动力是基础。
  市政府办公室驻太保庄街道前甘
棠村第一书记杜晓明，多措引入资金，
盘活闲置资源。先后联系供销集团、各
大银行、中国联通、中建八局、中铁十二
局等单位到现代商贸城实地查看，通过
项目注资或者银行贷款等方式盘活现
代商贸城；协调峡山农商行授信2000万
元信用额度，用于解决现代商贸城资金
短缺问题；与诸城联通公司合作，为现
代商贸城融资近1000万元；争取资金
150万元，为现代商贸城配套建设18间
仓库。目前，现代商贸城项目已全面复
工建设。
  市委老干部局驻太保庄街道邵家
庄村第一书记刘振宇，深入分析市场前
景，结合村民多年农业生产实际，采用
农文旅模式激活村庄800亩闲置土地，
规划了包含峡山景区在内的八个区域
文旅板块，打造“千年栗子园”主园区，

并投资50万元建设网红路连接各景区。
  市科技局驻太保庄街道西树村第
一书记宋剑，立足村庄富硒农产品资
源，发挥单位优势，科技助力，不断推进
村庄产业升级。引入市农科院、北京现
代农业研究院、潍坊现代农业山东省实
验室等科研院所专家团队，指导进行富
硒农产品提质增量，打造占地700余亩
的富硒农产品生产基地，联合共建新品
种试验培育基地2处。新打造集农业种
植、休闲采摘、研学旅游于一体的峡山
瑞合春田园农庄，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引
进种植、养殖大户对土地、设施实行分
片发包，借助合作社的品牌效应主打富
硒农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并配套开
发露营、采摘、研学等模块，开挖加固闲
置莲藕池、建设渔文化主题乐园，增设
垂钓、观赏、野餐等项目，持续丰富园区
文旅项目，实现基础产业向综合产业转
型升级。积极引入第三方旅游公司，盘
活闲置房屋资源，合力打造峡山喜树小

镇景区，结合季节特点，推出喜树雪乡
文旅爆款项目，成为春节期间潍坊网红
打卡地。
  近年来，峡山区立足环境资源优
势，通过打造特色园区、农文旅融合、发
展智慧农业和循环农业等，助力农业增
产增收。聚焦农户种植新技术推广不
足，农产品产量低、品质差、市场竞争力
弱等问题，摸清底数精准发力，调整种
植结构，强化科技助力，提高粮食及其
它经济作物单产。调整土地种植结构
1.4万亩，新建特色产业示范园区23个，
设计4条特色种植产业带，大力推广种
植蓝莓、葡萄、芦笋、秋月梨、苹果、中草
药等品种，因地制宜培育打造盛峡韭
菜、禄牌有机姜、丰年年蓝莓等10多个
“峡山匠农”系列特色农业品牌，打造大
樱桃、火龙果、有机蔬菜、牡丹园等诸多
特色园区，开辟以销定产、抱团展销、
“借船出海”等新型销售路径，不断延长
特色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

▲第一书记韩重华主持新修的后岭村文体广场。

  ▲第一书记刘红奎组织村民建成的学田村
拦水坝。

▲第一书记郎文培（前排右一）组织开展测土取样培训。

  ▲第一书记孟迎晨联合省农担公司在峡山区开展“党旗插田
间 聚力促共富”金融赋能乡村振兴活动。

    ▲▲第第一一书书记记桑桑永永平平帮帮助助建建设设的的香香椿椿

大大棚棚。。

▲▲第第一一书书记记杜杜晓晓明明争争取取资资金金在在建建的的现现代代商商贸贸城城项项目目。。

▲▲第第一一书书记记刘刘振振宇宇推推进进““一一带带八八区区””农农文文旅旅项项目目。。

    ▲▲第第一一书书记记宋宋剑剑立立足足村村庄庄现现有有资资源源打打造造
的的峡峡山山瑞瑞合合春春田田园园农农庄庄。。

  ▲第一书记郝振宁配合街道成
立“乡村兴望·仙人一埠”共富片区，
开展土地流转。

  合力共为结硕果，砥砺奋斗谱新
篇。市直第七批派驻峡山区第一书记工
作大组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树立大
帮扶理念，把帮扶工作放到区党工委、
管委会工作的大盘子中去衡量、去把
握，全力服务保障全区重点工作任务落
实落地。强化协作帮扶，建立第一书记

和街道定期沟通交流制度，形成“周学
习、月交流、季观摩、年考核”工作机制，
整理出24项涉农政策在组内共享，累计
争取资金2000余万元，实施56项第一书
记2024年重点推进项目，提升帮扶成
效。注重持续发展，组织村“两委”干部
外出考察学习产业发展、村庄建设等16

次，发展党员35人、入党积极分子52人，
回引在外人才12人，修缮（新建）村级党
组织活动场所7处，强化组织建设；发展
香椿种植等产业项目7个，盘活闲置资
源5处，发展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7个，
新增土地流转3000亩，带动村集体和村
民致富增收；强化道路、排水沟、路灯等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民生活质量。服
务全区大局，强化与区直部门单位、街
道的沟通对接，利用单位优势和各方资
源，开展科技助农、强化法律培训、协助
信访维稳、制定发展规划、招引重大项
目等，用实际行动服务全区发展，助力
库区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