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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亭区高里街道河南村

小小馒头厂“蒸”出乡村新气象

 “三、二、一！起锅喽！”随着
张金林一声响亮的吆喝，麦香瞬间在寒

亭区高里街道河南村的馒头厂弥漫开来。
随后，张金林和几位伙计拿起方便袋开始给

前来排队买馒头的村民装馒头（右图）。0.45
元一个，每个馒头标准重2.4两，馒头大，也很

筋道，价格还实惠，受到许多村民的欢迎。
　　河南村干得热火朝天的馒头厂，是今年村党
支部书记、村主任张中华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的方式引进的民生项目。今年5月份，为助力河南
村助老食堂的经营和发展，进一步增加村集体收
入，村“两委”经过多方考察论证和集体讨论，
确定在村里建立馒头厂，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
张中华带队多次前往外地学习馒头制作经验和
配方，并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追

求最正宗的馒头香。
　　 “我们村的馒头厂精选优质面

粉，采用传统老面引子发面的制作工

艺，经过反复揉搓、精心塑形、掌握恰到好处的
火候，蒸出香气扑鼻、口感筋道、充满儿时记忆
的馒头。”张中华表示。
　　目前，该馒头厂吸引了12名村民入股。据
悉，12名村民是由张中华带领的村“两委”干部
和村内7位组长组成，他们牵头筹集资金16万元，
配置馒头自动化生产线，并每天义务对手工馒头
进行统一生产、销售，实现了资金变“股金”，
村民变“股民”，激发了群众参与发展集体经济
的内生动力。
　　馒头厂虽小，产能却不小。凭借着香味浓
郁、安全健康、价格低廉等优势，河南村馒头深
受消费者青睐，已与市内多家企业、饭店等达成
长期合作协议，真正发展成集制作加工、产品展
销、供需对接于一体的馒头厂。目前每天可生产
馒头1 . 4万个左右，实现月增收1 . 5万元以上，
“蒸”出一条“致富路”，让村民充满幸福感和
获得感。

　　“自从路面铺设沥青后，我们村的变化太大
了。尤其是主干道往北的那条路，以前坑坑洼
洼、高低不平，现在变得宽敞平整，大家出门都
方便多了。”9月1日上午，潍城区军埠口综合项
目发展服务中心东北董村村民王玲深有感触
地说。
　　美丽乡村，交通先行。近年来，潍城区军埠
口综合项目发展服务中心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不仅提升了群众居住环境的“颜值”，也为
群众出行提供了更便捷、更畅通的条件，真正为

群众办实事、解烦忧。近日，东北董村组织大型
挖掘机等机械及十余名工人修复平整路面，村内
沥青硬化总面积达到5124平方米，将一条条笔直
的沥青道路一头通向村民家门口（左图），另一头
连接到村民的心口。
  实施道路沥青硬化工程是军埠口综合项目
发展服务中心实施的一项重点民生项目，此
项目的落实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群众
的生产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了群众
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8月28日上午，在寒亭区寒亭街道潍县路社区
“风筝非遗传承基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潍坊风筝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郭洪利正在开展
风筝扎制培训，将潍坊风筝文化、制作技艺、放
飞技巧等讲解给在场人员，现场示范了风筝
“扎、糊、绘、放”的制作过程（右图）。
　　针对辖区“居家妈妈”、留守妇女较多的实
际，社区党委充分链接辖区巧手工匠、专业能人
等，挖掘在面食加工、手工编织等方面的老传

统、老技艺，由党组织搭台提供场所，帮助不
同群体掌握产业技能，动员掌握一技之长的

群众再就业、再创业。
　　  聚焦拓宽城乡居民就业增收

渠道，毛家埠村成功打造了“芳
华钩织小屋”，制作手工钩

织产品，带动本村及周
边的百余名村民实现

“家门口”就业；泰祥社区与专业老师合作，为
小区“宝妈”联系派送手工编织品订单，按照商
家点单、社区接单的模式，设立代加工点、放出
手工活，让广大妇女就业增收、照顾家庭两
不误。
　　此外，社区积极链接资源、开展公益培训，
在运河西街社区打造社区共享电商直播基地，面
向居民培训直播带货、短视频制作等技能，培养
壮大电商人才队伍。累计开展公益电商培训活动5
场，线上线下共吸引居民、商户等15 0 0余人
参加。
　　今年以来，寒亭街道积极探索“党政搭台、
产业引路、市场运作、多方共赢”共富项目建设
新模式，建立可持续、可推广的产业发展长效机
制，提高辖区群众就业增收能力。截至目前，已
建成“芳华钩织小屋”“微就业手工坊”等共富
项目，吸纳城乡剩余劳动力8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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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硬化焕新颜 村民出行更舒心

  寒亭区寒亭街道

搭台请“能人”助群众掌握一技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