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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宋 晓 王少长

扶贫先聚力———

解决基层组织薄弱难题

4月15日上午，在潍坊市峡山生态经济发
展区西南部，王家庄街道郭家庄子村，一支免
费义诊的青年医护志愿者，专门为村里60多位

留守老人体检。
该村第一书记李宏光告诉记者，每位来体

检的老人都建了一份健康档案，一些行动不
便、不能参加集中体检的老人，志愿者们提上
药箱入户检查，还向村委会赠送了家用常备药
品。“让村民多受益，可以聚集人气。”他说。

郭家庄子村紧挨安丘市景芝镇，虽然划入
峡山区多年，但街头仍然以景芝元素为主。“边
界村民归属感少，不只是郭家庄子村有这种问
题。”峡山区政治工作部副主任于敦强说，峡山
建区后，原属安丘、高密、昌邑等市的229个环
库边缘村被划进来，由于经济基础差，凝聚力
不足。

因为村集体没有收入，村“两委”班子建不
起来，王家庄街道西宿戈村100多亩机动地的
租金以及卫生保洁费等款项收不上来，村集体
每年负债3万多元。

前往岞山街道早立村帮扶的第一书记肖
荣慧，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班子队伍不健
全，村委成员年龄老化，班子懈怠，人员交叉兼
职，缺少凝聚力。”他认为，要发展，首先要有好
的班子。肖荣慧通过联系单位机关党支部，与
村支部成立联合党支部，实行支部联建，实事
联办，活动联谊。又为村子修缮村委办公场所，
配齐办公家具，设立会议室和农家书屋。经请
示街办领导，在村里公示无异议后，补充了村
里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和一直拥护村“两委”工
作的村民到村委协助工作，既理顺了班子队
伍，又增强了凝聚力。

西宿戈村的发展与早立村如出一撤。后
来，在办公场所建成和村“两委”班子成立后，
该村的机动地承包每年可增加收入5万元，帮
扶单位赠送给村子里的两台农用机械年也可
以增加租金6000元，村卫生保洁费上收缴率
90%多。

“包村联户和第一书记为峡山带来的最大
好处，在于解决基层组织薄弱的难题。”峡山区
有关负责人表示，“第一书记们紧紧围绕基层
组织这一核心，帮助村里抓班子、带队伍，建制
度、强管理，使一批‘瘫’班子建起来、‘散’班子
聚起来、‘弱’班子强起来，村级党组织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

应对人多地少困境———

因地制宜发展高效农业

郭家庄子村是库区移民整体搬迁村，人多
地少，村内劳动力多数外出打工，村集体没有
一点收入。来此帮扶后，为打破困局，潍坊团市
委派到该村第一书记李宏光认为，可以从剩余
土地上做文章，“通过流转，引入公司创办合作
社和农业基地，不仅可以让农民获得出让金，
还能就地就业。”

记者见到该村村民孙士金时，他还穿着以
前在外地打工时的工作服。“我以前在工厂餐
厅上班，回家路途比较远。现在村里发展起了
农业基地，家门口干活，一天也有八九十元的
收入。”

环境美了，而颜家庄村要有长久的产业支
柱。曾在此驻村的第一书记翟述伍，详述了找
项目的过程：“为了找到一条致富好路子，我们
多方联系。最终打听到中国林科院榛子研究中
心的一项成果，榛子树苗可以在山东种植。当
得知该中心主任王贵喜博士在济南开会时，帮
扶组成员连夜赶到济南去拜见。当天晚上十点
多，终于见到王博士，说明来意后，他被我们的
诚意所感动，当时就应允把中国林科院榛子种
植基地放在潍坊。”

目前，在颜家庄村设立的峡山榛子种植基
地，已投资370余万元，租赁土地近300亩，种植
榛子树苗7万余棵。通过土地流转，村民每年一
亩地可得到1400多元的租地收益，同时还可以
到榛子基地打工。今年，榛子种植基地将培育
出30万棵榛子树苗，待榛子结果后，将引进新

的投资方，做榛子深加工，拉长产业链。“为了
搞好后续开发，我们还积极协调村委与基
地，探索建立劳动用工合作社，实现基地、
村民与村委三方共赢。”翟述伍说。

峡山水库是山东省最大的水库，峡山区
百姓环湖而居。可耕地面积小，人多地少矛
盾突出，人均土地大多不超过一亩。

王家庄街道是峡山区最大的移民镇，位
于峡山水库上游，人口的一半多是库区移
民。“既要保护水源，又要让农民致富，而
土地只有9万亩，必须高效利用。”街道党委
书记岳光德告诉记者。

有机农业，是该街道正在实施的土地发展
方向。原来种植小麦、玉米的土地，如今开始调
整种植业，逐渐发展高附加值有机农业。去年，
大孙孟村因为涝洼地多，帮扶引进的有机香
米，卖到北京，售价40元一公斤。今年，街道试
种的有机韭菜，卖出了每公斤60元的高价。

峡山生态优美，随着环湖旅游的发展，王
家庄街道生产的有机鱼、鸭蛋、桃子等销量大

增 。
去年，峡山区居民人均纯收入达

12028元，比2013年增加2000多元，增长19 . 5%。

精准扶贫受现实考量———

突破口在基层谋新

今年，峡山区是潍坊市重点帮扶地区之
一。据悉，第三批包村联户工作组一到，就
带来了23个帮扶项目。

而同时，峡山区的扶贫也面临现实的考
量。“现有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在争取人
才、政策、项目、资金、土地等发展资源方
面受到制约。”峡山区扶贫办副主任王仲峰
告诉记者，当地精准识别贫困人口39658人，
占总人口比例不低。

“村集体经济薄弱，增收带富能力不
强，还有96个村年集体经营性收入在3万元以
下。”政治工作部副主任于敦强说，还有不
少的村子没有集体收入。从2014年统计数字
看，峡山地区生产总值仅占潍坊市总量的
0 . 5%，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市低2700多元。
偏远村的群众还享受不到均等化的公共服
务，民生等支出压力增大，产业形不成有效
支撑。

目前，峡山争取的上级扶贫资金，大多
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中。“扶贫需要精
准，可峡山是新建区，人员不足，省定贫困
村还有几十个无法顾及，每家每户的扶贫工
作更难全面做好。”有着包村经历的王仲峰
坦承，第一书记能够深入村落，解决的也只
是表面上的困难。

峡山的突破口，在基层谋新。为建设能
带动村民致富的强有力班子，该区整合人财
物资源向基层倾斜，落实了离任村主职干部
生活补贴办法，财政转移支付1750万元，规
范村级活动场所271处，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
28个。“基层党组织更贴近民情，通过上级
政府搭建平台，引进企业公司跑市场，扶贫
覆盖面更广。”岳光德说。

两年来，为保证包村工作组走后也能有
一支继续发展的队伍，帮扶工作在引进产业
项目、改善村居环境的同时，还将建强基层
组织作为首要任务，为帮扶村建立健全班子
运行、民主公开、决策议事、村务管理等20
余项规章制度，风貌大为改观。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王涛 吴华 玉磊 报道
本报武城讯 4月15日中午12点半，武城

县李家户镇梁庄村的吴克军夫妇仍在大棚里忙
活着。“一个棚一年下来能挣1万元左右，俺6
个棚忙活一年能挣近6万元。”吴克军介绍
说，他种的6个大棚位于今年刚刚建起来的扶
贫开发项目产业园，等到明年这个时候，他就
可以用这些钱回自己地里建大棚。

在武城县扶贫档案里，可以清楚地查到吴
克军夫妇的情况。今年60岁的吴克军夫妇没有
经济来源，虽然有致富愿望和一定的劳动能
力，但缺少致富能力和条件，被划分为条件性
贫困。

吴克军夫妇所在的李家户镇实施“循环扶

贫”政策。“李家户镇是农业乡镇，经济基础
薄弱，基础建设也相对落后，结合实际情况我
们外出学习考察，经镇上253个贫困户集体投
票，我们最终确定了扶贫开发项目产业园作为
扶贫项目。”李家户镇党委书记卢远飞说。

据介绍，扶贫开发项目产业园占地300
亩，建设拱棚514个，能一次容纳85户贫困户
入园种植，入园业户的技术、管理、销售等服
务由镇政府免费提供。该产业园采用周期制使
用管理模式，以互助组的方式扶贫脱贫，每年
为一个生产周期，3到6户贫困户组成一个互助
组入园种植，脱贫后下一个互助组接替入园，
原生产户用所得收益在自家土地发展小拱棚蔬
菜产业。

作为全省唯一的农村扶贫开发精准识别试

点县，自2014年开始，武城县探索出入户调查、
民主评议、建档立卡等六步工作法，完成了全县
4 . 7万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对贫困户建档立
卡，进行精准管理、精准帮扶，改变了过去大水
漫灌式扶贫的低效和浪费。“精准扶贫是‘把好
钢用在刀刃上’，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并辅之精
神扶贫，才能实现真扶贫、真脱贫。”德州市委常
委、武城县委书记张传忠说。

发展产业是最有效的扶贫方式，如何找准
适合当地的产业模式是精准扶贫需解决的首要
问题。“这个村是纯农业村，经济落后，经过
多次考察和贫困户集体投票，我们决定开展肉
鸭养殖和獭兔养殖。”省派第一书记李冰来到
武城县武城镇杏仁官庄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想办法带动村民脱贫。如今，该村实施扶贫项

目的贫困户有34户，在李冰的帮助下，贫困户
与新希望六和集团德州公司签订了合同，成立
了合作社统一协调管理，定点提供鸭苗、饲
料、防疫，并回收成鸭，每个鸭舍每批收益可
达1万元左右。

据武城县扶贫办主任张学丰介绍，“授之
以渔”是扶贫的关键，扶贫先要扶志。秉着这
个原则，武城县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
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邀请专家来村授课，现
场指导鼓励村民学习科学文化、实用技术，另
一方面有针对性地组织村民外出参观学习，特
别是到附近先进镇村参观学习，不断提高农民
自身文化素质，使之尽快成为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自2014年开展精准扶
贫工作以来，武城县已实现减贫1 . 13万人。

因地施策，积极试点开发式产业扶贫

武城：1 . 1万人一年甩掉贫困帽

潍坊市峡山区229个环库边缘村谋新求变———

包村联户聚力 因地制宜创富

扶贫攻坚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
征程，任务艰巨且繁重。峡山区党工委、管委会
立足生态优势和库区移民多的实际，以加快脱
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和缩小
发展差距为着力点，不断创新发展思路，履行
岗位职责，加大扶持力度。工作中注重将“行业

扶贫”、“单位包村”、“干部下乡”和第一书记包
村相结合，将整体推进和精准扶贫相结合，将
加快发展和保护生态相结合，将上级扶持与加
强基层基础相结合，在“输血”的同时不断加强

“造血”能力，改变了农村经济发展条件，给农
村带来了重大变化。

■书记点评

提高发展能力 缩小发展差距
潍坊市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党工委书记 马清民

□本报记者 肖会 李梦
本报通讯员 杨浩

记者4月17日见到王建忠时，他正与莘县东
大寺村党支部书记陈相公就养驴基地扩建之事
商议着。“扶贫3年来，已有2个规模化养驴基地
成效初显，存栏优质驴苗有700余头了。”王建忠
说。

“这批驴苗年前外卖了70头成驴，每头净赚
5000元，合作社纯收入一下子到了35万元。”陈
相公对记者说，建忠书记为村民养驴费的心血
最多，大家给他起了个“养驴书记”的雅号，但在
他看来，“养驴书记”应该叫做“养殖书记”才对。
记者了解到，莘县郝庄、尚庄和东大寺三个村，
建起了2个养驴基地，还有2个养鹅基地，加上培
育众多的养殖大户、种植大户、百亩家庭农场
等，三个村庄上的养殖产业链就齐全啦，村民年
收入超过了2万元，贫困的帽子也算彻底摘掉

了。
跟记者聊得正欢的王建忠，是省残联派驻

莘县张寨镇郝庄村的“第一书记”，也是省派驻
“第一书记”聊城党委副书记、莘县党支部书记。
他告诉记者，“扶贫先扶思想观念”，是他来莘县
调研后得出的结论。

2年前的郝庄村是个典型的后进村。全村
410户村民，贫困户占了120多户，占比达25%。全
村1230口人，残疾人54名，占全村人口的5%。“郝
庄有三多，垃圾土坑多，空闲破院多，残墙断壁
多，如果拍抗战电影，现场基本不用改动。”刚进
村时，王建忠就听到了不少关于郝庄村的俏皮
话。几个村民对他说：“你来扶贫不用住村里，回
省里多要钱来给俺们就行”。

“输血式扶贫有积弊。”王建忠与东大寺村、
尚庄村“第一书记”郑汉琪、焦永亮一起，积极向
上级争取资金的同时，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从传统的大水漫灌式扶贫向精准扶贫改进。“我

觉得自己有必要有责任帮助村民先树立起创业
的理念，手把手引导他们成为养殖、种植和家庭
农场的能手。”王建忠从帮助33岁的残疾青年郝
广师开始，让他与自幼双腿残疾的妻子一起，通
过大棚养鸡和绣十字绣创业脱贫，成为身残志
坚的致富带头人，以激励那些健全村民的致富
热情。为树立创业典型，王建忠还将认识的媒体
朋友一次次请来，宣传这对残疾夫妻的创业事
迹，并奖励他们创业基金1万元。去年，郝广师仅
养鸡一项纯收入就超过5万元。

“扶贫，既要给真金白银，更要给思想观念，
村民思想认识水平上去了，很多引进项目就能
进展顺利，有了好项目，村里就找到了脱贫的路
子。”王建忠深有感触地说。记者了解到，扶贫3
年来，郝庄新建蔬菜大棚35 . 5亩，建立扶持贫困
户养殖种植基地4个，把上级给的30万扶贫经
费，为每个基地补助1万元，并且按每亩2000元
对大棚种植户进行奖励，还为20户小养殖户每

户给予2000元奖励；给54名残疾人种植养殖补
贴，在省残联的1000元基础上，再加每人1000
元；村里蔬菜育苗基地，占地300亩，扶持残疾人
贫困户5户，对没有种植养殖能力的残疾人户由
村委会担保签订协议加入养殖种植合作社，时
间两年，由合作社每年给贫困户20%的红利。基
本实现残疾人家庭人均年收入3800元以上，达
到了100%脱贫的任务目标。

经济条件好了，村里的各项事业也得到长
足发展。目前，设计能力10千瓦的太阳能小发
电站已经开始建设，工程竣工后，每年可增加
集体收入1 . 5万元。占地7000平米、高达4米的
“垃圾山”也被改造成占地5亩的藕池，即将
采取5000元起价让村民竞拍。郝庄村开始变得
道路宽敞、环境优美，鱼池四周架起防护网，
村级公路旁是北海道黄杨。不仅有了自己的篮
球队、妇女舞蹈队、乒乓球队，还在村民家门
口建起了图书室。

“扶贫先扶思想观念”
——— 第一书记王建忠的帮扶之道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李娟 梁停停 报道
本报嘉祥讯 打个电话、发条短信或是上个

网，群众足不出户便可反映问题并能随时查询办理
进展；群众反映事项未在规定时间内受理、办理，
系统会自动发出警示督办……今年1月1日，嘉祥县
“阳光信访”信息系统正式开通。

为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实现群众信访可查
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做到让“数据多跑
腿，群众少跑路”，嘉祥“阳光信访”信访信息系
统从今年1月开始建设，连通全县13个乡镇（街
道）、35个县直部门，建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
“网上信访”服务新平台。

信访事项受理后，具体办理到哪一步，群众可
通过打电话、发短信、上网等方式查询，“阳光信
访”信息系统也会主动向群众反馈办理结果。为防
止有关部门对信访事项拖延不办、该系统设置限时
警告功能，如根据信访条例60日应办结的信访事
项，至45日时，信访事项由绿灯自动转为黄灯，提
醒承办部门尽快办结，至60日，由黄灯变为红灯，
工作人员将进行催办。该系统增强了信访工作的透
明度，为群众提供了便捷高效、公开透明和人性化
的信访服务。

□万照广 张 生 报道
本报枣庄讯 4月19日从枣庄市薛城区教育局

获悉，为保障家庭经济困难中职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该区发放了2014年中职助免资金412 . 34万元，
共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908人次。

据了解，为解决贫困中职生上学难问题，该区
严格执行国家资助政策，规范资助程序，为困难学
生统一办理了专用中职资助卡。本次助免资金发放
活动，有2389人次中职生享受国家免学费政策，资
金总计373 . 415万元；519人次中职生享受国家助学
金38 . 925万元，无一例错发、漏发。

□记者 白 晓
通讯员 刘方亮 陆斌 报道
本报胶州讯 为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提高

交警的整体能力，胶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根据各科
室职能组织对每名执勤人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从
基础业务办理到交通隐患排查、从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培训到一线现场执法，特别是对于交通事故
处理，不仅组织中队执勤民警学习道路交通事故接
处警工作、现场处置、现场勘查、现场照片的绘
制、责任认定以及法律依据等理论知识，还每月组
织各执勤民警进行理论考试以及事故现场模拟考
核，确保每位交警真正成为样样通的“多面手”。

上图：3月13日，胶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
到青岛锦鸿商混公司对大型车辆驾驶员进行面对面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通讯员 王帅 王莎莎
记 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邹平讯 3月28日，2014“滨州好人”十
大年度人物在滨州市颁奖。其中，11年不离不弃照
顾植物人丈夫的南金波，光荣当选“孝老爱亲”类
年度人物。南金波是邹平县黛溪街道聚合村的一名
普通妇女，此前她已经当选了“黛溪好人”。

在黛溪街道办事处，有一本《好人好事记录
簿》，这种记录簿，黛溪街道的村居、企业、学校
都有，全街道共有62本。村民、员工等发现好人好
事，都可以立即告诉专门的记录员，记录员经过核
实，把这件事详细地记录下来。黛溪街道每半年对
所有的记录簿整理一次，登记、筛选好人好事，事
迹突出的评选为“黛溪好人”。评选不定名额、不
搞平衡，只要事迹突出、群众认可，就可以当选。

该项评选自2011年开展以来，每年评出60多
人。目前，已经有两人获评“滨州好人”，2人获
评“山东好人”。

□王帅 张绍红 报道
本报平邑讯 近日，平邑县九间棚农业科技园

有限公司、山东雷沃桥箱有限公司，获临沂市中小
企业“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认定。

“一企一技术”倡导一个企业掌握一个专有
技术或一门绝活。近年来，平邑县始终把企业研发
中心建设作为当前“转方式、调结构”的一项重点
工作来抓，积极引导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合作创新
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加大研
发资金投入，完善研发设施，加强研发队伍建设，
加快新产品开发和科技成果研发步伐，不断提升产
品档次、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目前，全县共有省市
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9个，省市级“一企一
技术”创新企业5家。

嘉祥开通

阳光信访信息系统

400余万助免金

惠及薛城贫困中职生

平邑新增两家市级

“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

黛溪街道62本记录簿
随时记录好人好事

胶州打造
“一警多能”警务

关注精准扶贫（2）

□杨国胜 报道
4月15日，青年志愿者在潍坊市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王家庄街道郭家庄子村开展扶贫义诊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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