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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自身的岗位履职情况，查摆存在的问题，开

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二，会议人员“开

放”。在召开组织生活会时，邀请村民代表参

加，在党员干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同时，及

时听取部分村民代表的意见，真正将问题查摆到

位。其三，整改措施“开放”。针对上一次组织

生活会查摆出问题的整改措施，要在下一次组织

生活会上进行述职，向全体党员、村民代表通报

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做到整改到位，落地

有声。

三是严格落实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结合民主

评议党员工作，开展亮诺践诺活动，年初党员干

部向群众亮诺，接受群众监督，在年底践诺，接

受党员群众评议。

四是严格落实村民自治制度。自1999年以

来，村“两委”成员在每次换届选举中，除因年

龄偏大退休外均能连续高票当选，并且期间补充

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使班子一届比一届更加坚强

有力，朝气蓬勃。

我们通过强化党的组织建设，严格党员干部

的行为规范，切实激发了党员干部的活力，进一

步增强了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

保证。

加快产业振兴 壮大集体经济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在广泛征求党

员群众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代村的发

展规划并积极实施。

一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土地是农民的生

存根基、发展的动力之源。要发展、要富裕，就

要做好土地这篇文章。1999年，他们先从保护

土地入手，化解矛盾。妥善解决了多年存在的乱

划、多占宅基地造成的土地分配不公和私自买卖

承包地的问题，解决了村民在土地分配问题上的

矛盾焦点，出台了保护土地的“三不村规”（不

卖出一寸土地、不破坏一分耕地、不乱划一户宅

基地）。此后，根据许多农民遇到的种地没效

益、荒了可惜的实际，村集体开始流转土地，由

大户及企业、合作社进行规模经营，先后流转本

村及周围五个村的土地1万亩，土地经营规模及

效益有了好转。从2002年起，我们规划建设了代

村农业科技示范园，引进一批合作社、农业企业

进入园区，进行规模化经营。以转变生产结构为

突破，我们还建设了第一批温室，推广以越冬蔬

菜为主的高效农业生产，建设了以观光采摘为主

的果品基地、以花卉生产为主的花卉基地，新品

种、新设备、新技术得到应用，农业科技含量提

高，土地产出效率明显增加，现代农业发展有了

雏形。

自2007年以来，累计投资10亿元，规划建

设了占地2万亩的全国第一家国家农业公园，建

成10万多平方米的智能温室，示范引进了100多

个蔬菜品种。企业、合作社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管

理经营理念，实现了以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管理农

业。基地化生产、信息化管理、品牌化经营得到

普及，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目前，已有10家企

业、6家专业合作社、200余个种养大户入园经

营，创建“三品一标”农产品14个。

二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现代农业的发展

带来了农业旅游的兴旺，来园区参观考察农业、

体验现代农业、体验农事生活、观光采摘的游客

来了一批又一批。这给了我们启示，也提供了

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基础。2012年4月，

我们委托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了《兰

陵国家农业公园总体规划及重点项目控制性详细

规划》，以兰陵现代农业示范园为基础，进一步

充实完善以农耕文化、农事体验为主的设施，发

展创新农业，打造田园风韵，着力增加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元素，实现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的融

合，走兰陵现代农业示范园和兰陵国家农业公园

共建之路，培育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支柱产业。

2013年开始，建设了1万平方米的“沂蒙山农耕

博物馆”，集中展示农耕历史、文化、工具、农

业生产方式等，把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

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乡贤文化、文学艺术

和现代科技等融入农业生产环境，增加了农业生

产管理过程的趣味性和观赏性。我们还建成1万

平方米的“雨林王国”，集中展示热带地区的农

作物、林木、生物和古老民族的风土人情等；建

成600亩的“竹林水岸”、3000多亩的油菜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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