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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平阴讯 （记者刘
真真）日前，平阴县锦水街道后寨
村的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正式投入
使用。后寨村地势复杂，村民居住
分散，村内自来水管网开掘难度极
大。这个改造计划多次被提出，又
多次作罢。直到2015年底，后寨村
使用了“1 4 6”体系。用村支书靳
海峰的话说，“1 4 6”平台的运用
颠覆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农村事务的
办事规则。

靳海峰口中的“1 4 6”是指锦
水街道的村级治理体系，即“一张
清单”规范行为、“四项决策”民
主议事、“六个平台”监管权力运

行。如今，在锦水街道的2 5 个村
居，凡是涉及村里发展稳定的重大
事项，都严格按照支部提议、“两
委”商议、党员审议和村民决议的
程序来进行。“一张清单”还把村
干部的20项权力全部列出。街道拿
出3 0万元建起了三资委托、产权交
易、项目竞标、合同监管、矛盾调解、
为民服务六大平台。3万元以上项目
中，施工类1 0 0万元以下、货物类5 0

万元以下、勘查类3 0万元以下的项
目都要进入街道的六大平台招投
标。额度再大的，要进入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进行招投标。

现在，锦水街道的25个村居，所

有的村干部都人手一本《平阴县
“1 4 6”村级治理体系工作手册》，小
册子规定了集体资产资源处置、低
保五保申请、殡葬管理等涉及村级
事务管理的2 0 项村级治理的流程
图，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几乎全部涵盖。“有了146，我们老百
姓办事也知道走什么程序，找哪个
部门了。我们越来越信任村干部
了。”村民靳贤峰说。

“这个1 4 6平台不光是群众的
明白纸，也是我们村干部的指南
针、护身符。”靳海峰说。就后寨
村的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来讲，这
个事儿搁在原来，村支部书记或村

主任通过关系找个工程队来干干，
顶多开个“两委”会，就把这事办了。
靳海峰坦言：“至于花多少钱干，达
到什么标准，一般难以说清。

如今，这项工作要严格按照
1 4 6程序来走。据后寨村“两委”
成员靳贤森介绍，开挖之前5天，
村里召开了“两委”会，随后又召
开了全体党员和群众代表的联席
会。街道派专员参会。确定开挖
后，后寨村通过街道网站发出了招
标公告，3天的时间，1 5家公司投
标。随后，后寨村到街道项目竞标
服务中心竞标，村民代表全部到
场。招标底价是20元／米，最后，

1家企业以13元／米低价中标。
“这套程序为我们村足足省了

20万元。”靳贤森说。记者在后寨
村村委大院看到，公示栏里挂出了
该村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的各种信
息。据介绍，原来这类信息只公示
5—10天，现在则是永久公示。

如今，在锦水街道老百姓的生
活中，小到开分户手续证明，大到水
电路工程招标、土地发包，都要按照
各自的“路线图”走。街道经管站代
管着全镇2 5个村居的3 1 5 6份合同。
有了透明的的权力，公正的流程，新
的村级治理体系正在锦水街道的农
村凝聚起越来越强大的公信力。

2月5日，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楚
家洼村，老黄超市的老板李东平，早
早把20多种货物搬到门口，随后扎起
了彩虹门，放上了音乐。“这些货物是
乐村淘年货节的商品，村民要的话，
我从网上给他们预定，可方便了！”

老李的另一个身份是乐村淘体
验店的老板。去年12月，他的老黄
超市加入乐村淘体验店，50多岁的老
李学会了网上购物。“这台电脑买了
四五年了，原来只是在网上玩斗地
主，现在加盟了体验店，我学会了网
上订货。”老李一边说着一边给我们
演示。

记者看到，李东平的笔记本上
密密麻麻地记着，张家订的米、李
家订的面和油……这本流水账，也
记录着老李近期的销售业绩。

“互联网＋”不仅给老李的营销
模式带来新的变化，也让这个农村传
统的小商店升了级。开业不到两个
月，老李营业额超过了两万元。

代人购物，有时也有不顺的时
候。李东平说，1月31日，村民代长
友买了3套年货套餐走亲戚。货物送
到家后，代长友的儿媳妇用手机扫
了扫酒箱子上的条码，说是假货，
代长友要求退货。李东平连忙给乐

村淘兖州店负责人边秀丽打电话，
最后才弄清楚酒箱子条码是物流条
码，里面酒瓶子上的条码才是商品
条码。“是6打头的用手机能扫到，
我这才放心，夜里10点钟敲开他家
的门解释清楚。”

“我们的承诺是假一赔万。”
边秀丽说，我们把遍布全区10个镇
街的170多个商店变成网购体验店，
让厂家直接供货，减少流通环节，
比市场上的批发价都低。

“最近每天都要走上千件货，四
辆货车每天都忙不过来。”在该网店
位于兖州工业园区近2千平方米的仓
库里，摆着几百种货物，从洗衣机、电
磁炉等家用电器到米、面、油、奶、带
鱼、瓜子、枣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从1月16日开始，我们搞了个
年货节，短短的十几天卖了 5 0多
万，是乐村淘山东省的第一名。”
边秀丽欣慰地说，依靠农村小卖
铺、代销点，让农村商店成为网购
进入农村的窗口，改变了农村老百姓
传统的购买方式。“我们下一步是把
山药等兖州农产品加进去，让‘互联
网+农产品’走出田间地头。”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张美荣 徐鹏

腊月廿六，立春。诸城市贾悦镇南
拐庄村农户杨森田正忙着核算2015年
的种地收益，并做来年种植规划。一千
多亩地，种植粮食、丹参和黄烟三种经
济作物，收入过百万元。

杨森田23岁退伍回乡后，就用
所有积蓄购置一台12马力的小拖拉
机。此后近20年间，他跟村里所有

的农户一样，耕种着家里分到的十
几亩地，亩效益仅数百元。与其他
农户不同的是，他不断追求种地的
机械化，拖拉机逐渐加大马力，并
配齐了耕、种、收全套农机具。
2009年，他开始流转土地，当年种
粮收益达到了7万元，平均每亩600

多元。他意识到，搞现代农业，只

有形成规模，合理布局种植结构，
才能高收益。

8年前，杨森田拿出3亩地尝试
种植黄烟。当时，好烟叶2 2元/公
斤，亩效益1400多元。杨森田说，
黄烟种植管理要求高，费人工。每
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需要喷施10

遍药。到6月份时，黄烟植株高过
人，人工喷药难度大。而且人工打
药，一次只能背40斤重的药水，来
回走15-20分钟的时间，打大约6分
地。而如果用机械打药，每次可装
7 2 0斤药水，可打1 8亩地，总共耗
时仅半小时。此外，烟叶采摘时，
人工成本也很高。综合来算，从栽

苗到收烟叶，人工种植成本得每亩
1050元。若采用机械化替代，全过程
成本仅为每亩400元，每亩黄烟的平
均年收益达到2800余元。

种植黄烟成功后，杨森田又流
转了180亩山岭薄地种丹参。丹参管
理简单，收获时也能全部使用机
械。按每亩7000-8000棵计算，每棵
收获3两丹参，每斤1 . 5元，毛收入
可达3000元，去掉成本，每亩收益
能达到1500元。如今，杨森田流转
的土地面积达到1680亩，其中黄烟
种植面积1000亩，粮食种植面积500

亩，丹参180亩。2015年，他实现粮
食和经济作物总纯收入115万元，超

过了他的百万目标。
此外，他带头成立烟叶家庭农

场，推广交流自己的先进管理经
验，并组织联合本村及邻村15位农
机手成立了诸城市贾悦镇森田农机
专业合作社，机型涵盖翻、耕、
种、施、收等各种功能机具。

农村大众报记者 任治安
通讯员 徐春光

2月18日，即墨市大丰收种植
合作社的“盆栽蔬菜”大棚里，客
户正在挑选“盆栽蔬菜”。

春节过后，“盆栽蔬菜”旺销，当

地农民采用基质无土花盆栽培技术
种植的盆栽油麦菜、生菜、芹菜、西
红柿等，既有观赏性，又可食用，产
品热销北京、河北及山东各地。据即

墨市大丰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金欣
善介绍，该合作社“盆栽蔬菜”年产
量达30余万盆。

（李云克 马加利 摄）

七九八九雨水节，
种田老汉不能歇。

雨水到来地解冻，
化一层来耙一层。

干部清白了，百姓明白了

锦水街道依精准流程图办村级事务

农村商店成网购“窗口”

种上红黄绿，1680亩田得百万元收益
诸城一大户机械化种丹参、黄烟和粮食，获高收益

“盆栽蔬菜”节后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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