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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信用议事会”
使乡村治理有“温度”

明村镇开展“夜访万家连民心”“信用观
摩互评互促”“青年培养计划”等活动，充分为
基层治理“赋能”，着力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
头作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明村镇115
个网格成立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小组，设立“信
用议事会”，深化“信用网格+”模式，广泛开
展动态信息摸排、矛盾纠纷调解、志愿服务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小事不出门，大事
不出网”，实现纠纷有人管、困难有人帮，让群
众切实感受到乡村治理“温度”。

“明村镇兰科村针对发动群众缺少抓手
的问题，村庄结合信用体系建设组建了党员
先锋队、巾帼志愿者服务队等5支类型多样的
志愿服务队伍，根据志愿者服务内容进行统
一赋分、分类整理。通过组建志愿者队伍，不
仅破解了以往‘干部干，群众看’的工作难题，
也有效增强了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号召力，实现了‘花小钱办大事’。”耿树明说。

兰科村以党建统领逐步完善基层治理，
“诚信水站”越用越“活”，村民捐资捐物、扶贫
救困等好人好事不断涌现。

“高信用”换低贷款利率
村民获得“第一桶金”

耿树明介绍，明村镇以“信用”换贷款，以
“高信用积分”换低贷款利率，让信用变“真金
白银”，明村镇积极推进“整村授信”工作，通
过无抵押、低利率的纯信用贷款，为农民发展
樱桃西红柿大棚种植产业提供“资本”和“底
气”，激发了全镇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活力，走
出一条党委“牵线”、金融“搭台”、信用“串
联”、群众“唱戏”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明村镇白里村立足樱桃西红柿产业优
势，积极发挥“信用+合作社”优势效应，通过
农行“整村授信”，贷款 300 万元打造了党支
部领办经济合作社樱桃西红柿产业园。项目

占地 200 余亩，建有大棚 24 个，总投资 1000 万
元，带领村民致富的同时为集体每年创收近70
万元。同时因全村 417 户村民均被授予信用
户，村民可通过银行信用贷款获得“第一桶金”，
通过“信用+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自建棚 100
余个，有序收回边角零星地、集体资源，并把自
建棚纳入合作社有序管理中。

“明村镇积极推广小微企业贷款平台，党员干
部通过入户走访、微信宣传、发放宣传单页等方式
深入驻地中小微企业、农业农村合作社、临街店铺，
面对面、手把手开展青岛‘信易贷’平台宣传、推广
工作，提高‘信易贷’平台知晓率和入驻率；工作人
员‘用心、用力、用情’向企业经营者宣传讲解‘信
易贷’有关背景政策，解读企业注册、实名认证、发
布融资需求等规范操作流程，对群众的顾虑和疑
问进行了全面耐心、细致的解答。”耿树明说。

以“信易贷”平台的推广工作为抓手，提升
全镇信用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精度和深度，助
推中小微企业走上“快车道”，跑出“加速度”，为
全镇实体经济的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在全域建设“诚信水站”
村民自觉整治乡村环境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大任务，明村镇以信用为助推剂，将纯
净水与自来水作为环境卫生整治的守信激励形
式，以信用“小积分”提升农村人居“大环境”。明
村镇西邻胶莱河，境内河流有龙王河、现河、白
里河、流沙河，自来水供水管网已覆盖辖区115
个网格村，其中109个村实现单村供水，6个村庄
使用村集中供水，大部分村庄已安装净化水设
备，村内建有纯净水水房，供村民刷卡取水，水
资源充足，水文条件优越，村民饮水更便利。

为达到“人人参与、人人受益、人人共享”的
氛围，明村镇充分利用镇域水资源优势，以信用
体系建设工作推进为契机，在全域开展“诚信水
站”推广建设工作，采用信用积分兑换饮用水的
方式，以水代奖，村庄信用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村
民实时的环境卫生清扫情况和村民兑水情况，
动态记录信用积分台账。以“信用”换水，提高

了村民环境整治的积极性，间接提升了整个乡村
环境的改善，为村民的宜居宜业奠定了基础。

“村民福利”变“信用奖励”
乡村人人都是志愿者

“明村镇通过‘村民福利’变‘信用奖励’、‘村
庄兜底’变‘共享共治’，引导村民从‘揣手看’到

‘一起干’，形成人人都是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围
绕群众需求，聚焦群众呼声，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实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
群众、服务群众‘零距离’。”耿树明告诉记者，截至
目前，全镇已经成立 154 支志愿服务队，共组织
2600余次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志愿者超过 1万人
次。通过志愿服务，让干部更加深入地了解群众，
群众更加深入地了解政策。在干群相互融合的过
程中，形成一股向好向善的氛围，推动形成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这饭真香呐，没想到人老了，还能一起聚个
餐！”“大家也尝尝西红柿，特别甜！咱大棚里种
的绿色无农药！”范家庄子村“爱心食堂”里面充满
欢声笑语，大家围坐在一起，水果、蛋糕、鸡蛋陆陆
续续地端上了桌，志愿者们忙里忙外地招待着。
范家庄子村网格党支部书记范宗法表示，范家庄
子村坚持把新时代美德信用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通过构建美德信用建设
体系，范家庄子村共发展党员4人，评选最美志愿
者232人，年度文明户132户，评选好媳妇、好婆婆
308人，让美德信用和村庄发展在双向转化、双向
奔赴中实现良性循环。

农村信用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未来，明村
镇将继续统筹各方力量，深化党建引领信用体
系建设，健全乡村信用体系，不断增加金融支农
资源、持续改善农村各项服务，以党建聚人心、
让信用变黄金，定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
的力量，不断提升明村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让所有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繁荣成
果。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姜丹宁 通讯员 李舒婷

平度市明村镇供图

近年来，平度市明村镇依托樱桃西红柿、西瓜等特色农业产业，形成了以现代高效设施农业
为基础，以现代化农业产业园为引领的“大农业”发展格局。先后被评为全国优质西瓜试验示范
推广基地、国家西瓜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山东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中国生态食材（瓜果）
之乡、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镇等称号。通过加大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聚
焦中心工作，创新社会治理，有效助力乡村振兴。近日，记者专访平度市明村镇党委书记耿树
明。明村镇将无形的道德标准转化为有形的信用激励，辖区诚信氛围日渐浓厚，诚信意识渐入人
心，民情村貌焕然一新，社会治理结出硕果，农民生活日益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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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村镇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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