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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党员在身边，
党员与群众心连心

走进利民村，你会发现一件
“奇怪”的事，不少村民家门口贴
着“星级标签”和“家风家训”等小
牌子。“这是利民村的特色，党员

‘亮身份、亮承诺、亮家风’，并且每
年由老百姓对党员评星，连续三
年获两星将成为‘党员示范户’。”
刘乔荣解释道，这些贴着“星级标
签”的家里都有党员，这些标签就
代表着党员对群众的承诺“党员
在身边，有困难就可以找党员”。

“魏贤龙是82岁的老党员，他
每天早起清扫村里的路，在他带动
下，许多党员都主动挑起了扫地任
务；老党员李春红带领组里同志共
同出资5万元，把废弃的晒场建成
了村民的健身场所；张华云是名年
轻党员，她主动联系工匠，自己出
资帮孤寡老人方淮大修复了摇摇
欲坠的门头。”说起村里党员为村
民做过的实事，刘乔荣滔滔不绝。

党员的付出也得到了群众的
回报。“姚贤根主动挑起了打扫村
里‘初心园’的任务，无论盛夏或隆
冬，早一次晚一次；村民曹光林自
费为村里添了6盏路灯，将电接在
自己家中。”谈起利民村群众，刘乔
荣也是满脸欣慰。为了鼓励群众，
利民村每年评选“最美利民人”。

一直以来，刘乔荣以“创新服
务、惠民便民”为抓手，深化“四个
一”为民服务体系，高标准建设党
群服务中心，推出反映问题村里全
受理、全办理、全办结的“三全”工
作法和以“四议”“三公开”“两监
督”为主要内容的“432”工作法，利
民村连续十年未出现一起信访案
例。在他的带领下，利民村率先在
全市实施基层“党群连心网”工程，
将党小组活动阵地建在党员家中、
建到群众身边，确保可以及时了解
民情，解决群众的问题、矛盾，零距
离服务群众。去年3月，刘乔荣配
合八桥镇党委开展的“不忘初心强
党性 牢记使命争先锋”主题教育
活动，创新打造“知行合一”党建品
牌，再次吹响了利民村“率先当强，
开启新征程”的号角。

产业富民：
近十年时间，
村集体收入增五倍

“刚到利民村当书记时，村里
主要收入来源于企业上缴，村里
收入很低。还记得有一年年终，我
到处找领导、同学，就是为了筹钱
搞发展。”刘乔荣说那时候大家还
开玩笑叫他“叫花子”书记。

刘乔荣结合先前自己在企业
时的工作经验，认定“发展才是硬
道理”，同时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发
展弄好，要把村子建设得好一点，
让村民过得好一点”。他重新梳理
与企业的关系，重新签订相关协
议，便于更好地为企业提供服务。

“之前昌宇玻璃遇到一份
2000万的订单，他们完全没有相
关经验，也不敢接这个订单，企业
负责人早晨5点就到我家问我应
该怎么办。我就从法律法规开始，
手把手教他们梳理合同与订单，终
于他们成功完成了这份订单。”刘
乔荣表示，从那时之后，村里的企
业遇到大订单都要找刘书记商量
一下。“我们为企业提供亲人式的
服务，企业也很感恩，每年也会付
服务费，这样既帮助企业发展，也
增加了村里的收入。”

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刘乔荣
想方设法引能人、找项目、破难题、
调结构，短短几年时间就新增大小
企业10多家，过亿企业3家，村集
体经济年收入也从2010年的100
万左右增加了五倍多。他还积极利
用“乡贤经济”，在引人、引智、引
资、引项目方面为村级经济发展助
力，加籍华人黄克斌、澳籍华人朱
虎等乡贤纷纷回乡投资兴业。截至
2018年底，利民村经济总量已突
破13亿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
667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近4万元。

发展好了，刘乔荣就想着把
村子建得更好一点。近年来，利
民村累计投资近千万元，实现所
有村、组道路的硬质化，改造了
自来水管道。斥资200多万元，改
造圩内水系，建成了 15000 米永
久性排灌渠，并新建了15座小型
排灌站，把富民、利民、惠民真正
落到了实处。

农业反哺：
发展高效农业，
丰富村民生活

产业兴旺了，农业发展该如
何提升，怎样提高农民收入？面对
这样的问题，刘乔荣积极探索高
效农业新路径，创办了全市首家
农地股份合作社——扬中市利民
农地股份合作社，将农民承包责
任田由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经
营，使土地产出效益在原有基础
大大增加；他还创办了村级电商
平台和农产品超市，拓展有机大
米等农副产品网上和线下营销渠
道，增加群众收益。

刘乔荣还重点建设“三园三
基地”（沿江果园、238 省道边上
生态园、葡萄园，沿江养殖基地、
苗木基地、有机大米基地），其中
生态园与上海农科院实行技术
嫁接，在镇江市率先试种西甜瓜
并获成功；沿江果园还成为我市
中小学农事体验基地。

利民村的农业特色除了在
高效农业上得以展现，农村文化
也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彰显。“村
民富裕了，农地也没有那么忙
了，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
乡村文化了。”刘乔荣告诉记者，
目前村民自发组织了舞龙队、锣
鼓队、划船队、太极队等表演队
伍，“每年的 9 月 28 日是我们利
民村的‘敬老节’，这个时候，村
里还会举办农民文化艺术节，就
是我们利民人自己的‘春晚’。除
此之外，每年元宵节、端午节的
文艺汇演，这些表演队伍都会自
发上台表演，村民还会表演打湘
莲《歌唱美好生活》，来抒发村民
内心的幸福感。”

刘乔荣还创新将农业与党
建文化、旅游相结合，他筹资近
2000万元，建成养老助残医疗服
务中心和孝德广场，并与苏州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合作，在利民
村高标准打造了扬中市党性锤
炼中心，累计接待全国各地学习
参观的党员干部约30万人次。正
是因为这些创新，利民村入选江
苏省特色田园村庄，真正做到了
农业反哺，乡村振兴。 （单杉）

全市首家
园区劳资纠纷
调解工作站运行

京江晚报讯 近日，镇江新
区新材料产业园劳资纠纷调解
工作站正式挂牌运行。该工作
站是全市第一家在专业园区设
立的劳资纠纷调解工作站。

新材料产业园作为镇江新
区较为成熟的专业园区之一，驻
园企业数量众多，小企业较为集
中，劳资纠纷如何就近、及时、高
效化解成为构筑和谐劳动关系
的关键环节。针对这一问题，镇
江新区人社局经过多次调研走
访新材料产业园，与园区管理
方、企业负责人、企业职工等各
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探索快
速响应、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

该工作站由人社部门和园
区管理部门联合建立，将发挥属
地管理和行业主管的力量作用，
建立“发现问题渠道更多元、解
决问题力量更集中、处置问题效
果更明显”的合作联动机制，有
效解决新材料产业园劳资纠纷
相关问题，为园区企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刘高院 刘红 单杉)

保护地力 改良土壤
今冬全市
轮作休耕超20万亩

京江晚报讯 今年是我市
整体推进轮作休耕的第二年。
近日，记者从全市秋收秋种会
议上获悉，在去年冬季季节性
轮作休耕协议面积 24.2 万亩的
基础上，我市农业农村部门经
调查摸底已落实 16.8 万亩，今
冬轮作休耕面积预计超过 20万
亩。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士介
绍，全市各地以现代农业提质
增效工程为抓手，聚集优质稻
米、绿色蔬菜等产业，加快调整
优化秋冬布局，积极发展高效经
济作物、高效技术模式，迅速落
实耕地轮作休耕面积，以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和不影响农民收入
为前提，整体推行冬季季节性轮
作休耕，全市计划用 3年时间轮
作休耕一遍。具体来说，以乡镇
为实施主体，突出苏南运河 21
条支流沿线村、长江入江骨干河
道 1 公里范围内农田等生态敏
感区域，有计划统筹推进。

据了解，我市具有轮作休耕
的传统，对不同科属的作物轮作
换茬，调节土壤理化性状、改良
土壤生态，实现用地养地相结
合，保护地力，增强发展后劲。
我市从 2016年起组织开展轮作
休耕制度试点，轮作休耕地块有
效解决了长期少免耕带来的耕
作层浅、土壤紧实、作物根系下
扎困难、土壤有毒有害物质积累
等系列问题。 （干光磊）

“利民书记”刘乔荣：

让百姓过得好一点，把村子建得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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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群众，实
干为民”，这既是利
民村党员践诺墙上
刘乔荣的公开承
诺，也是他近十年
来担任利民村党委
书记的真实写照。
自 2010 年担任扬
中八桥镇利民村党
委书记以来，刘乔
荣 坚 持“ 党 建 引
领”，注重“产业富
民”，实现“农业反
哺”，以党建、产业、
农业为抓手，带领
利民村干部群众共
同致富。截至2018
年底，利民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达660
余万元。刘乔荣也
先后获得江苏省

“吴仁宝式优秀村
书 记 ”“2016—
2017年度江苏省农
村基层党建工作突
出贡献奖”等荣誉。

近十年来，刘
乔荣始终提醒自己
和村干部要“三不
忘”：不忘自己是一
个村民、不忘自己
是一名党员、不忘
自己是一位村干
部。刘乔荣始终学
习与传承赵亚夫的
精神，并将赵亚夫
精神落到实处，真
正做到实干为民，
真心利民。

刘乔荣（中）在接待群众。 单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