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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吴岳峰

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高度
重视农村“三留守”问题，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
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为探寻潍坊

“三留守”现状，记者走访了部分村庄，寻找那里
的“三留守”人员。

“老人白天缺乏照料”

2013年12月26日，寒亭区东杨家埠村。寒风
里，中心街上有几位老人来往。来到临街一户50岁

的杨述起正要动身去滨海干建筑。
“我们村留守老人不多。年轻人大都在村里

务农，或者到周围的合作社、企业打工。一般当天
能回来，远点的一周、半个月也回来一趟。村里老
人大部分有儿女照顾，就是白天老人得独自在
家。”杨述起说。

走进一条巷子里，83岁的王秀莲正从杨大娘
家出来，“孩子们白天都上班去了，自己在家很孤
独，我们几个老姐妹老凑一块儿聊天。她前两天
不小心摔了，孩子白天照顾不了，我离得近，经常
来看看。”

王秀莲有5个孩子，都在外村打工，晚上才回家。
来到离东杨家埠不远的西三角埠村，村头的

浴池里，几位老人正在聊天，记者也凑了上去。
“我跟着闺女住，他们白天都上班，我就出来

逛逛，到点接孙子。”
“我跟老伴自己过，孩子们都上班忙，周末来

看看就不错了。暖和的时候在街上聊天，冷了就
到这里来了。”

浴池老板王丽娜告诉记者：“这些老太太白天
都是一个人在家，经常聚过来玩玩，一起解闷。”

据该村妇女主任吴蕊介绍，村里老人白天缺乏
照料。针对这一现象，寒亭区建成了一些老年日间
照料中心，并定期开展给孤独老人送温暖活动。

2013年12月27日上午，记者来到安丘市景芝
镇永贞村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67岁的赵环敬正
在与人下棋。他没有子女，跟着外甥，而外甥在镇
上上班。早上外甥把他送到日间照料中心，晚上
再接回家。

“午饭一荤一素，还有个汤，收费10元。村里经
济条件比较好，一共就十几个老人吃饭，这个钱
就村里出了。”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赵长春说。

景芝镇民政办主任王钟凯说，景芝镇企业多，
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当地打工，老人日间缺乏照料。
目前景芝镇已在王水崖村、宋官疃村、永贞村建成
了老年日间照料中心，计划2014年再建3至5个。

据了解，2013年潍坊新增养老床位9600张，建
设了150处标准化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和280处农村幸福院。

“城里的生活不习惯”

采访中了解到，潍坊存在传统“三留守”问题的
地方，主要在经济相对不发达或交通不便的地区。

2013年12月27日，青州市王坟镇胡林古村。这
个村位于沂蒙山区，交通不便。沿着新修的盘山
公路，经过多个急转弯，一直走到路的尽头，才能
到达这个深山里的小村庄。

“我们村里就剩下四十几个人了，都是老人，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83岁的赵荣花对记者说。

跟着老人爬上两个山坡，到了她的家。老人
养了5只鸡和15只羊。“我有4个儿子3个闺女，都挺
好的，让我过去住，可我舍不得这些营生。这里住
习惯了，不想下山。”老人说。

住在村西边的马荣全也已经80多了，两个儿
子都在青州市里工作，经常劝他放弃破旧的石头
屋搬到城里生活，但他不愿去。“我的地就在半山
坡上，小麦、玉米接茬种，靠天吃饭，多少能打点
儿，够吃的。现在这路也修好了，孩子回来方便
了，这两天就来接我去楼房里过冬。”提到自己的
儿子们，老人满脸幸福。

73岁的孟宪德，一儿一女都在淄博工作。他曾
经去淄博居住过，但是不习惯，又回来了。现在他
种着1亩地，没事儿跟老伙计们聚在一起打牌、聊
天。孟宪德说：“虽然也想孩子，但城里的生活不
习惯，还是在这里自在。”

胡林古村不仅有古朴的石头房子，山坡上的梯
田，成片的树林，还有中共益都县委、县政府旧址。

“我们村可以发展旅游业。上山路上有井塘
古村、黄花溪等旅游景点，能跟我们这儿连起来
就好了。村里空气好，有泉水，我跟二舅商量，可
以把家里的老房子收拾收拾开农家乐。”在外工
作、正巧回老家的孟贤亮告诉记者。

“爸爸妈妈在屏幕里”

青州黄楼街道西阳河村，有纸箱厂、液压件
厂等各类小型企业。村中心大街上汽车来回穿

梭，村内人来人往。
来到3岁的小龙(化名)家，看到的是一幢气派的

两层小楼。小龙的爷爷去村里的纸箱厂上班了，56岁
的奶奶刘瑞华正看着小龙在院子里骑玩具车。

小龙的妈妈在日本一家工厂工作，每年赚10
万多元。爸爸在新加坡当快递员，每年也有10万元
左右的收入。他们都是经过劳务公司，签了3年合
同出国打工的。

妈妈已经离家一年半了，小龙那时刚断奶，
他记忆中的妈妈在家里的电脑屏幕上。

问他想爸爸妈妈吗？他带着记者走进屋里，
指着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说：“爸爸妈妈在这里。”

村里经济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出国打工？刘瑞
华说：“在村里的厂子干活每人每月赚三四千，去掉
开销，两个人一年加起来也就剩下5万元。他俩想去
国外辛苦几年，多攒点钱，回来找个买卖干。”

通过网络视频，记者见到了远在日本的小龙
妈妈李红爱。“在日本的生活工作都很好，就是想
儿子。”李红爱说。

看得出来，对初为人母的李红爱来说，思念
是一种折磨。她几乎每天都在数回家的日子。

刘瑞华告诉记者，他们老两口觉得，没有爸
妈在身边，小龙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但每次想管
教他的时候却不舍得，或不知道该怎样管教，只
能无条件地宠爱和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据李红爱介绍，像她这样想多攒钱而出国打
工的年轻妈妈很多。跟她同厂的姐妹们大多来自
潍坊的各个县市区，以临朐、昌乐、高密的居多。

“当时报名的时候有年龄要求，最大不能超过28
岁。没有孩子的，怕耽误生孩子不会一去3年，所以
我们大多是有小孩的母亲。”李红爱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交通不便，缺乏产业支
撑是产生留守问题的主要原因。发展劳动力密集
型产业，或许是转移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捷
径，但这又与各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思路背道而驰。此外，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
农业劳作是否后继无人？这都是农村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产生的新问题。

孤独的老人和被溺爱的小孩
——— 潍坊农村“三留守”状况调查

□记者 王佳声 张蓓
通讯员 毛邦杰 王秀文 报道
本报潍坊讯 继2012年将“完成400所农

村小学标准化学校建设任务”列入民生实事
后，2013年潍坊市再将“全面完成剩余农村小
学标准化学校建设任务”纳入民生实事。均已
按计划完成。

安丘市辉渠镇温泉小学是一座坐落于于
山脚下的农村学校，全校546名学生，来自周边
27个自然村。“别看我们是山区学校，现在可一
点也不比城里学校差。”说起办学条件，校长王
华志自豪地说。

他告诉记者，这学期以前，学校校舍全部
为1984年建校时的平房，经过近30年的风吹
日晒，大都变成了危房。不仅如此，校园内没
有硬化的道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最让王
华志头疼的是学校的土操场，一下雨，学生们
几天都不能进行课外活动。不足100米的直线
跑道，也让一些体育测试无法进行。

这学期开学后，温泉小学的学生们已经认
不出自己的学校了。铁门变成了电动门，凹凸
不平的沙土路变成了平坦整洁的水泥路，低矮
破旧的危房变成了能抗8级地震的四层楼房，
教室内铺上了地砖，火炉变成了地暖，上世纪80
年代的“古董”桌凳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崭
新的课桌椅。音乐室、美术室、科学室、综合实
践室、微机室也一应俱全。

在温泉小学的操场上，工人们正在紧张
施工。王华志告诉记者：“体育运动场地由原
来的8亩扩大到13亩，建成后不仅有用炉渣铺
成的400米环形跑道，还有标准的篮球、排球、
乒乓球场地。

温泉小学只是潍坊市实施农村小学标准
化建设的一个缩影。自2012年普通中小学标准
化学校建设全面实施以来，潍坊市共投入资金
55 .1亿元，有1085所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标准
化基本达标，占该市义务段学校总数的95%。

农村小学标准化

建设全面完成

□记者 王健 王佳声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山东省公安厅在全

省开展“2013年度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调
查，潍坊市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状况的满意
度和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分别居全省第1名
和第2名。

去年1-11月，潍坊市刑事发案同比下降
21%，破案率同比提升27%。同时，该市交通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10 . 6%、10 . 16%、12 . 03%，没有发生亡人火灾事
故，没有发生涉爆案件和爆炸事故。

为畅通群众咨询业务、反映问题渠道，
潍坊市公安局搭建民生警务平台。该平台自
2013年6月下旬启动以来，共受理群众诉求
2467件，查纠整改各类问题214项，群众满意
率达99 . 7％。

社会治安满意度

潍坊全省居首

□郑颖雪 报道
在青州市王坟镇胡林古村，80岁的马荣

全老人坚守着自己的老房子。

□王佳声 报道
奎文区樱园社区居民正在健身。

□记者 宋昊阳 王佳声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新建城镇全民健身工程

584处”是2013年潍坊市政府承诺的25件民生
实事之一。目前，潍坊市已经基本完成承诺事
项，2013年全市建成全民健身工程580处，另
外还有4处工程正在建设当中。这为中心城区
建设“10分钟健身圈”奠定了基础。

今年57岁的赵芳是奎文区孙家社区的居
民，退休在家身体一直不好，但是自从两年前
跳广场舞之后，她就喜欢上了健身活动，身体
也逐渐硬朗起来。“过去我们老年人要参加健
身活动，也就是跳跳舞，打打太极拳什么的，
今年社区又新添了一批健身器材，让我们又
多了不少健身选择。”赵芳说。

每天清晨或傍晚，在潍坊市区的人民广
场、风筝广场，甚至很多小区内，只要天气允
许、温度适宜，总能看到老年人的健身队伍。
不少小区的广场上，越来越多的健身器材供
人们使用。

“潍坊正在全力建设中心城区‘10分钟健身
圈’，让居民走出家门后，不到10分钟就可以找
到一处健身场所，营造良好的健身氛围，满足
人们的健身需求。”潍坊市体育局副局长张启
宾说，预计到2015年，这一目标就可以实现。

据统计，目前，潍坊市体育设施覆盖率农
村达80%以上，社区达90%以上，人均占有体
育场地面积为2平方米。

据悉，潍坊市2013全年共投入各类资金
1000多万元，共建成2个县级全民建设活动中
心；2个大型示范健身工程；26个乡镇、街道健
身工程；495个农民健身工程；55个社区、居委
会健身场地，大大改善了居民的健身条件。

另外，2013年潍坊市共举办围棋、国际象
棋、象棋、门球、台球、篮球、乒乓球、武术、毽球、
羽毛球、健身气功、健身腰鼓、航空航海等全民
健身活动60余次，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潍坊构建中心城区

10分钟健身圈

□ 本报记者 张鹏 王佳声

潍坊市创新保障房工作，通过给予住房保
障对象货币补贴，使其在市场上自主购房或租
房，既可满足其差异化住房需求，又可有效利
用社会存量住房资源，减轻政府大规模建设保
障性住房的压力，降低保障成本。

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

2013年12月20日，记者见到在保障房选房现
场的于先生，他正拿着房源表与家人商量。于
先生一家希望选取一处方便孩子上学的学区
房。

“如果政府建设保障房，客观上容易受土
地、位置和建造成本等因素制约，造成保障对
象选择空间有限，容易出现公租房入住率不
高、经适房无人认购等现象。”潍坊市财政局
综合科副科长钱镭告诉记者，由于保障对象在
年龄、就业能力、工作状况、资产状况、收入
状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住房的需求也是

多样化的。同时，“不采用集中建设保障房的
方式，也能避免形成新的‘贫民窟’。”钱镭
说。

目前，潍坊市利用市场上现有房源，采取
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采购符合套型面
积的商品住房，作为廉租房、经适房或公租
房，向申请者配租或配售。

截至目前，潍坊市已安排2200万元在繁华地
段购买99套设施较为齐全的商品房作为廉租住
房，有效提高实物配租比例；安排1亿元在中心
城区6个区域向社会购买400套公租房；筹集1 . 9
亿元从8个较为成熟的居民区购买了600套高质量
的经适房。

货币补贴变暗补为明补

潍坊市规定，廉租房与公租房租金按照市
场平均租金确定，补贴标准每月每平方米从3 . 6
元到9元不等；对在中心城区购买经适房的，每
户补贴8万元，其他城区每户补贴4 . 8万元，套型
面积控制在60到100平米。

以货币补贴为主，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社

会资源，通过保障对象在市场上自主购房或租
房，既满足保障对象差异化住房需求，又可有
效利用社会存量住房资源，减轻政府大规模建
设保障性住房的压力，降低保障成本。

截至目前，潍坊市中心城区已安排660万元
用于发放1650户廉租房补贴，安排636万元为111
户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经适房补贴。钱镭介绍
说：“通过测算，在达到同等住房保障目标的
前提下，货币补贴比提供实物型保障房成本更
低，而且更自主和高效。”

由于货币补贴变暗补为明补，可以量化政
府在住房保障方面的支出。对不同保障对象的
补贴进行比较，在保障方式上货币补贴比实物
型住房更加公平，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政府
住房保障管理成本。“比如租房者走后房屋损
坏的现象基本可以杜绝，房东与租房者协商解
决，政府不再介入。”钱镭说。

保障机制让“进退”自如

为提高住房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潍坊市
建立购房补贴资金退出制度，规定购房家庭5年

内将经适房变更为普通商品住房的，政府给予
当年货币补贴50%的奖励，其余退还政府；5到15
年内变更的，每推迟1年，奖励补助金额减少
5%；超过15年变更的，货币补贴全额退还政
府，以此鼓励已经具备购买普通商品住房条件
的家庭尽快退出经适房。

记者在奎文区财政局了解到，截至目前该
区已有14例经适房转变为商品房。“通过货币化
形式，在房租补贴或购房补贴上可以体现保障
程度的差别，形成商品房和保障房的无缝衔
接，能够根据保障对象收入变化情况选择退出
或进入，有利于形成更加科学、可持续的住房
保障机制。”钱镭说。

潍坊市灵活采用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多
种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保障房的投资建
设，支持企业利用自有土地进行公租房的建
设、运营和管理。前年，外来务工、创业人员
及新就业大学生等“夹心层”群体纳入住房保
障范围。2013年，潍坊市将市区低收入标准线从
人均19100元提高到22000元，进一步降低准入门
槛，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城区经适房货币补
贴标准也由6万元提高到8万元。

货币补贴替代集中建房
既可满足差异化住房需求，又可有效利用社会存量房源、降低保障成本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刘杰 报道
2013年12月20日，潍坊

市高新区一家企业成功申领
《 行 政 事 业 性 收 费 免 缴
证》。为积极创建“零收
费”发展软环境，着力打造
“税外无费区”，从2013年
11月开始，高新区对辖区内
原发放的免缴证进行重新审
核并换发新证。目前已有13
家企业申领新证，并对原持
证企业所提报材料进行集中
审查及现场勘验。

高新区打造

“税外无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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