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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记者走进寒亭区寒亭街道毛家埠村，这
里农房整齐划一，道路干净整洁，文化广场上有村
民在锻炼身体，处处展现着美丽乡村的勃勃生机。
　　“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村里环境越来越
好，我们住得越来越舒心！”谈及村里的变化，村
民王向波高兴地说。
　　近年来，毛家埠村围绕村容村貌提升、农村生
活垃圾处理等堵点难点问题，科学谋划、精准发
力，以绣花功夫绘就和美乡村幸福底色，农村人居
环境实现了从干净整洁有序到宜居宜业的提升。
　　“为彻底改造乡村面貌，我们以重点、难点为
突破口，对照标准，全面排查找准问题‘症结’，
通过宣传发动，引导村民常态化开展房前屋后卫生
清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村里营造了人人重
视环境卫生的良好氛围，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显
著提升。”该村党支部书记王明明说，他们村结合
乡村实际特点，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清扫、垃圾分
类、机械化整治等行动，推动城乡环卫一体化各项
工作有力有序开展，提质扩面、提档升级，以“小
家美”助推“大家美”。
　　为大力推动乡村治理，实现乡村精细化管理，
毛家埠村推出“党员巷长制”，将村内29条巷道进
行编号，让29位党员担任巷长。巷长们成为村里的
信息员、安全员、监督员、调解员、宣传员，负责
信息通报、安全监管、环境卫生整治和邻里纠纷调
解等工作。巷长和村民相熟，不仅带动效果好，处
理事务也更接地气，促进了乡风文明。
　　在村委办公室里，几名妇女在认真地进行钩
织。“在村里钩织既能增加收入，又不耽误接孩
子、做饭，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其乐融融。”
村民潘小敬笑着说。毛家埠村打造了“芳华钩织小
屋”，为村里没有工作的妇女提供学习手工钩织的
平台。村里组织妇女通过外出培训等途径，学习掌
握钩织技术，挑选钩织带头人，协调日常服务和相
关业务对接，拓展共富工坊服务内容，为妇女承接
钩织订单提供保障和服务。
　　如今，毛家埠村通过不断拓宽“线上+线下”
双平台，通过抖音直播商城、对接工厂等途径打开
销售市场，进一步扩大群众对手工钩织的知晓率和
认可度，为村民们开辟了致富增收新路径。

　　每月中旬，对于寿光市上口镇西堤村86岁的
刘焕烈老人来说，都是一个特殊节点：包括他在
内的广大村民，都会收到村里编印的《西堤简
报》，社会事、村庄事等无所不包，这已经成为
他们关注社情村务的窗口。“我不会用智能手
机，现在除了看电视，就靠读村里的简报了解国
家的政策和村里的事情。”4月10日，刘焕烈老人
对记者说。小小一张简报，承载着村级党组织构
建立体式宣传矩阵，男女老少皆辐射到位的“治
理经”。
　　该村党支部书记刘国亮是创办《西堤简报》
和“家在西堤”微信公众号的倡导者之一，对以
这种方式治村理政他有自己的见解：“老年人要
么耳聋眼花，要么不会用智能手机，仅凭村里的
大喇叭和微信工作群，宣传效果不够理想，因此
我们创办了简报和微信公众号。”
　　《西堤简报》创办于2018年9月17日，当时包
括上口镇在内的寿光许多镇街遭受内涝灾害，抗
灾救灾成为第一要务，特别需要提振士气，《西
堤简报》应运而生。“我们村没怎么受灾，但有
的邻村受了灾，我们把邻村的受灾情况和一些感
人的事例整理到简报上，传播到每家每户，为抗
灾救灾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国亮说，当时全村
家家户户捐款，而且有100多位村民响应号召，义
务到邻村救灾，展现了西堤村人的大局观念和精
神面貌。
　　村民刘金英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退休
教师，经常到村民家中送简报。她对村里创办简
报和微信公众号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国家有
啥新政策、村里要干啥事情，都通过简报和公众
号来通报、宣传，群众知道的事情多了，经常主
动跟我们反映或交流，主人翁意识增强了，能帮
助村‘两委’更好地开展工作。”
　　在西堤村，《西堤简报》和“家在西堤”微
信公众号架起了干部群众沟通的桥梁，让党的声
音更加入脑入心。“这几年村里开办‘幸福食
堂’、开展天然气进村等民生工程时，一呼百
应，群众争着捐款，弥补了村集体收入低带来的
资金缺口，村里办成了许多以前想办而没有办成
的实事！”刘国亮自豪地说。
　　编印简报也好，运营公众号也罢，都需要专
业人才来负责，这方面西堤村有备而来。记者采
访时，“90后”村干部刘传龙正在通过公众号发
布信息。他大专学历，是村“两委”成员中学历
最高、年龄最小的，主要承担着编印简报和运营
公众号等任务。“依靠这些渠道，我们村将工作
公开透明地展示给大伙，特别是微信公众号，吸
引了村里不少年轻人和在外人士关注，我自己也
从中得到了锻炼。”刘传龙说。

　　4月15日中午12时，记者在临朐县山旺镇王家
寨子村村民王传波的樱桃大棚里看到，该村党支
部书记王帅正在直播卖樱桃（上图）。
　　“临朐大樱桃脆甜可口、皮薄肉厚、汁多爽
口。”王帅一边用双手掰开一颗大樱桃放进嘴
里，一边向网友介绍。
　　村民王传波说，全村共种植大樱桃600多亩，
其中大棚樱桃200多亩，目前正值大棚樱桃集中上
市期，每天都要采摘、销售成熟的大樱桃，果农
们原本都愁销路。“多亏村党支部书记王帅开直
播帮我销售大樱桃，每天卖100多单，他早晨7时就
来开播，中午连饭都顾不上吃。”王传波说。
　　据王帅介绍，他从2023年开始在抖音平台上
发布有关大樱桃的短视频，粉丝量不断增加，从
今年开始直播带货，目前每天成交量在100单左
右，每天粉丝增加量在300人左右。大樱桃难以贮
存，直播带货是销售大樱桃的好途径，他希望更
多果农加入直播带货行列。产品直达终端消费
者，果农更应该严格把控产品质量，靠质量、口
碑赢得市场。
　　为帮助果农销售大樱桃，潍坊市融媒体中心
携手6名“网红”村书记，在临朐县举办大樱桃专
场直播带货活动，王帅积极报名参加。“发展农
村直播电商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我们村书记要
带头行动。希望来自各地的朋友体验放飞风筝的
乐趣之余，来临朐欣赏钟灵毓秀的山水画卷，亲
手采摘、品尝新鲜美味的临朐大樱桃。”王帅发
出诚挚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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