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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企业最高奖励100万元

平阴一企业

在上海挂牌上市

□ 本报记者 晁明春

离春节还有两个多月，大山深处的章丘市
文祖街道黄露泉村积雪还没化完，天冷得伸不
出手。望着自家院子里两头懒洋洋的黑猪，59
岁的村民李荣花心里却直乐滋滋的：“这两头
黑家伙长肉还真快呢。”

在济南市环保局派驻黄露泉村的第一书记
李计珍看来，身为贫困户的李荣花是最没有致
富潜力的十几户村民中的一户，“穷不可怕，
关键是有没有摆脱贫穷的能力，如果连能力也
没有，那我的职责就是帮他们拥有这种能力，
比如养猪总会吧。”李计珍说。

第一份精准帮扶协议

10月10日下午，随着一辆盖着篷布的大卡
车沿着山路驶进村里，黄露泉村村民都跑出了
家门。掀开篷布，40头“嗷嗷”叫的黑猪崽挤
成一团。

运来小猪崽的是第一书记李计珍协调的聊
城一家生态养殖企业。李荣花排在领小猪的十
几户村民的前头，随着企业、第一书记和个人
签字画押，黄露泉村的第一份精准帮扶协议就

“板上钉钉”了。按照协议，一头黑猪崽有四五十
斤重，村民按照25元/斤（毛重）的价格领回家喂
养。每头黑猪都有编号，待它们被养到180斤以
上后，企业会按照不低于25元/斤（毛重）的
价格回收。算下来，除去饲料成本，每头黑猪
能给村民增收2000多元。等半年下来猪出栏
了，每户就能增加近5000元的收入。

李计珍给这座昔日的穷山村带来的致富门
路，还有很多。黄露泉村被群山环抱，村里的
望天田只能种黑小米等耐旱作物，无奈受交
通、品牌等因素限制，品质口感上乘的“珍
品”很难走出去卖个好价钱。将“轿顶山黑小
米”打造成高端品牌，成为第一书记李计珍突
破扶贫瓶颈的选择。他利用微信、互联网等方
式，仅2015年春节就为村里卖出了30多万元的
黑小米，单项增加集体收入5万元以上。除了
轿顶山黑小米，李计珍还给村里引进了环保滤
料加工和生态养殖两个项目，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业，增强“造血功能”。

像李计珍一样，章丘其他20个特困村、141
个贫困村的第一书记以村为家，抱定“不脱

贫，不返城”的信念，想尽千方百计，一户户
地帮，一家家地扶，经过一年多的辛勤付出，贫
困村面貌焕然一新，扶贫效果看得见摸得着。

对标“大市”派来的第一书记，章丘市的
第一书记们坐不住了。他们摸清村情，摸清贫
困户底数，不断自我加压想尽了办法。石子口
村新建农产品加工厂，加工好的花椒一斤就能
卖50多元；长水村因地制宜，利用地势开挖窑
洞一个，作为储存地瓜等农产品的“恒温
库”，建立农产品加工厂，通过进行小米深加
工，提高效益。

乡村扶贫解困成效如何，百姓切身感受最
有发言权。文祖街道从“群众所需”入手，已
完成13个特困、贫困村打井、建池、引水及配
套工程，成功解决了约3000户群众的吃水难问
题。累计投入200多万元，完成30多处危房改
造、10处幸福院、3处美丽家园及配套建设。
投入400多万元，改造完成甘泉、鹁鸽崖两条
山区公路，解决南部山区群众出行难问题。

扶贫先扶智 网上致富忙

“书记，你这次来能给我们带来多少
钱？”“这钱啥时候能发下来？发完钱你的扶
贫任务就完成了……”这是当初李计珍进村后
遇到的“第一声问候”。像李计珍一样，不少
第一书记与村干部、村民商量脱贫举措时，却
被毫不掩饰的等、靠、要思想“当头棒喝”。

贫困村落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思想观念的
落后。第一书记从改变思想观念入手，围绕提
高群众自主脱贫能力，突出国家、省市各级政
策宣传，激发村级工作能力。李计珍提出了扶
贫推进、文化先行的思路，2014年12月4日挂牌
成立了全省首个扶贫文化创意基地。2015年1月
9日，成立全省首个村级扶贫主题兼国学文化
书院——— 黄露书院，重点做好国学进课堂、儒
学进乡村、传统文化进家庭“三进”活动。同
时注重抢救挖掘老梆腔地方非遗，目前正在申
请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通过文化扶
贫，当地群众观念得到了极大转变，“我要
干”的热情、“我会干”的能力得到提升。

为让南部山区特色农产品走出去、卖出
去、打出去，在“互联网+”大潮中，文祖街道
还聚力做好“章丘e家香”电商平台建设，创新

“互联网+市场”的统销模式。整合15家合作社，
建立青石山农产品联合社，建设“一中心、两

平台”，即农村电商创业培训中心、章丘e家
香网销平台、微信微店微销平台，构建了线上
线下互动的销售体系，形成了“统一打品牌、
抱团闯市场”的销售模式，达到了“能产就能
销、好品高价格、群众保收益”的目标。

此外，该街道按照一地一业、一村一品的
发展格局，因村因地制宜，发展旅游村、生态
村、大棚村、养殖村，利用现代经营理念、旅
游休闲方式、互联网思维建设有山有水有文化
的特色文化。

扶贫“大合唱” 力拔“贫穷根”

每天傍晚天一擦黑，曹范镇赵庄村文体活
动广场上的太阳能路灯下，就聚集了一批批来
跳广场舞的村民。自打村内庄外道路平整为水
泥路，地里种上了葡萄和中草药，赵庄村群众
的生活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不一样的新生活”，源自镇党委、社
会、村集体、困难群众“四个轮子一起转”扶
贫“大合唱”。在济南市政府办公厅派驻的

“第一书记”刘华带领下，村里总计争取各类
资金260余万元，形成扶贫解困强大合力，共
同推动小山村大变样、奔小康。

通过精准识别，章丘市将162个贫困村进
行划分，区分出21个济南市特困村，52个重点
帮扶村以及89个一般贫困村。对21个特困村，
在济南市派驻“第一书记”基础上，章丘每村
安排2名市直机关干部、1名镇机关干部担任助
理，形成“4帮1”的工作格局，因村制宜制订
帮扶发展规划，提升乡村扶贫整体水平。

以生态、农业为优势的文祖街道，借助第
一书记渠道、支部1+3项目、街道联合社平
台，大力流转土地，培育发展以特色农业为基
础的产业项目，完成了核桃、小米、花椒的三
个万亩计划，中草药种植试点突破800亩，建
成汇友、星火伟业、朱公泉、黑峪四大种植基
地，平均为每个贫困村带来每年1 . 5万元集体
收入，为每户社员增收2500元。目前，在章丘
山区、滩区等20个镇街、200余个村，推广丹
参、白术、防风、无花果等药材种植已达1 . 6
万多亩，平均亩收益可达5000元以上。

按照“十化五有”和“五型村庄”建设要
求，章丘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步伐，提升贫困村
的环境卫生标准，打造街净灯亮路畅的村容村
貌。实施“街道抓考核、管区抓监督、服务抓
外包”的新型环卫一体化管理，全域环境得到
很大提升，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精准到户 精准到人 因村制宜

精准扶贫看章丘
精准扶贫，不光是指精准到户、精准到人，还要精准到脱贫到底有什么

办法，还要把收入的账至少算到三五年后。在黄露泉村，在文祖街道，在整
个章丘市，精准扶贫的大戏已经开场。

□记者 牛远飞 报道
本报济阳讯 11月27日，中国石油管道应急

抢险中心山东抢险中心暨山东省石油天然气管道
应急抢险中心在济阳揭牌。抢险中心的成立，将
为省内油气管网的安全平稳运行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和保障。

该中心由中国石油管道应急抢险中心与天业
集团合作成立。中国石油管道应急抢险中心是
“亚洲第一、世界先进”的专业化公司。服务范
围辐射国内30个省市，为50余家企业的管道提供
长期保驾服务，总里程达5万多公里。双方签约
合作成立山东抢险中心，实现了双方资源优化配
置，形成了产业链各业务市场的有机联系、相互
补充、协调互动的高效市场开发模式，补强了山
东地区油气管道应急处置能力。

省石油天然气管道

应急抢险中心

在济阳揭牌

□通讯员 祝永春 报道
对孩子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一招。11月22日，山师附小四

年级四班的同学来到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聆听鲁班文化专题讲座，了解祖国悠久的建筑文
化。孩子们还在身穿汉服的大学生的指导下，动手插接鲁班锁。

□记者 马桂路 通讯员 赵军 报道
本报平阴讯 近日，济南卓雅轩酒庄有限公

司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正式鸣锣，挂牌上
市，成为平阴县第一家在场外股权交易市场挂牌
的企业，实现了平阴县在场外股权交易市场
“零”的突破。

卓雅轩酒庄坐落在平阴县圣母山景区内，占
地62亩，现有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不锈钢发酵
罐2000吨。每年可加工干白、干红、冰葡萄酒及
冰玫瑰葡萄酒1500吨，自有酿酒葡萄基地200
亩，产值2000万元，利税600万元，卓雅轩酒庄
先后被授予济南市十大农业龙头企业、济南市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济南市诚信优秀企业。

卓雅轩酒庄的挂牌，给致力于新提升的平阴
县域经济注入了新鲜活力。平阴县金融办主任葛
传荣介绍，平阴高度重视多渠道拓展企业融资工
作，大力推动企业进行规范化改造，探索挂牌上
市。从2014年起就专门制定了补贴政策，凡在主
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各类资本挂牌上市的企
业，除省市财政补贴外，县级财政最高奖励100
万元，并视融资额度再给予相应奖励。

目前，平阴县已推出了规模以上企业的规范
化改造“五年行动计划”，力争到2019年完成过半
规模以上企业的改造，为将来的挂牌上市作准备。

据悉，平阴县金融办正着手准备在各个层面
举办金融知识讲座，先“扫盲”、再提升。同时
引进一批具有相应资质和实战经验的会计、法律
等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业上市提供智力支撑。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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