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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宇鸿
本报通讯员 郑军 赵梓霏 孟翠

“没想到像俺这样穷得叮当响的贫困户
还能当‘股东’，现在每年有分红，每天在
园区打工挣钱，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截
至3月14日，焦庙镇贾市村贫困户陈少军已
在合作社打工16天，挣了1120元，并在去年
年底获得3200元分红。陈少军持有的是齐河
焦庙镇田旺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股份，像
陈少军这样的贫困户股东焦庙镇有750人。

7个贫困村、286户、750人，190万元的
省级扶贫资金，分摊到每个人身上才2500余
元。为让这有限的扶贫资金真正发挥作用，
焦庙镇在征得困难群众的一致认可后，通过
扶贫资金入股的方式，使贫困户快速脱贫，
长期收益，做到既拔穷根又栽富苗。2014
年，焦庙镇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田旺产业
园项目。2014年4月底，焦庙镇750位贫困户
将190万元扶贫资金作为股金，入股田旺果
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变死钱为活钱。据了
解，入股合同期限为30年，一年保底收益9
万3千元，到期后共计可回报贫困户280余万
元，增值近百万元；除保底收益外，每位参
股贫困户还可根据合作社的收益情况获得年
终分红。

“贫困户和我一样都是田旺产业园的股
东，贫困户代表在园区当监事长，参与园区
经营管理，附近的贫困户也可以在园务工，
每月还能挣2000多元，贫困户得了实惠，镇
上也给我提供了融资和土地流转等优惠政
策，实现了共赢。”田旺合作社董事长赵军
介绍。看到了奔头的贫困户纷纷到合作社务

工，最多的时候有300余人。不仅如此，6个
因病、因灾致贫且有能力的困难家庭还在园
内租赁了大棚，年收入达6000余元。

“190万元的省级扶贫资金，撬动了800
多万元的社会资本投入参与扶贫，目前田旺
产业园发展迅速，年收益达300万元左右，
实现了扶贫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大效
应。”焦庙镇副镇长张加才说。截至目前，
焦庙镇已有1345名贫困人口完成脱贫。

为拔掉穷根，齐河抓住问题导向，积极
创新扶贫资金投入机制、扶持机制、社会参
与机制，出台企业和个人参与社会扶贫激励
办法、以奖代补等竞争性资金分配办法，科
学合理分配扶贫资金，拓展社会扶贫筹资渠
道，以扶贫资金为引导，吸收社会资本和个

人加入进来成立农民合作社，以一引十，切
实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从而以产业发
展动力激活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激发
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同时，齐河县审计部门
还对精准扶贫、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政策落实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确保好事办好。

将扶贫资金变股金，仅是齐河创新扶贫
资金使用办法的生动一例。1月8日，晏城街
道办事处与辖区的聚丰牧业养殖合作社签订
了合作协议。该街道办将用扶贫资金购置的
50只成年母羊交付聚丰牧业合作社全权代
养，今后三年，4个边缘贫困村的25户贫困
对象每户每年可从合作社获得2只成年肉羊
的销售收入。同时，附近的贫困户还可以在
合作社工作并接受养殖技能培训。如此，扶
贫金变成了“扶贫羊”，“扶贫羊”又晋升
为“致富羊”。

2015年，齐河县确定了省级重点扶贫村
78个、贫困家庭6493个和贫困人口20655人，
全部建档立卡并实行网络化动态管理，先后
投入专项财政扶贫资金674万元，已有9632名
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齐河将扶贫资金变成股金，促使贫困人口尽快脱贫———

贫困户变股东 合作社里持股又务工

□本报记者 罗从忠 董卿

“根据近年来各级调查统计的情况来看，
妇女遭受家庭暴力数量呈上升趋势。”3月3
日，日照市“三八”妇女维权周送法进社区活
动启动仪式上，社区工作者代表申倩讲道。自
3月1日起，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
施。鉴于此，今年的妇女维权周主题也被定为

“反对家庭暴力 共建和谐家园”。

家暴投诉有所上升

根据日照市妇联权益儿童部部长董艳艳
粗略估计，“在反映婚姻家庭问题的人群中，
家庭暴力投诉约占三分之一”。从东港区妇联
维权窗口受理的妇女维权案件来看，家庭暴
力投诉咨询约占1/5。

“根据我的工作经验，家暴投诉数量有所
上升。”东港区妇联主席葛军表示，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家暴案件增多了，而是因为近年来，
妇女维权意识觉醒，令更多的家暴案件显现

了出来。
目前，日照市妇联与民政、公安、司法等

部门联系，建立了案件通报、联席会议等制
度，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妇女维权案件合议
庭、“110”家庭暴力投诉站、家庭暴力致伤鉴
定中心等组织机构也积极运作，妇女权益维
护网络正积极建立和完善。2月25日，日照市
东港区检察院对家暴妻子、限制其人身自由，
涉嫌非法拘禁罪的犯罪嫌疑人于强（化名）提
起公诉。这是维护妇女权益、反对家庭暴力的
一起典型案例：

于强的妻子姜红（化名）是一名老实本分
的家庭妇女，因不堪忍受丈夫的家暴，不得已
与丈夫分居生活。2015年3月19日，犯罪嫌疑人
于强先是以儿子生病为由，将妻子姜红骗至
医院，随即暴力殴打姜红，并带回家中控制其
人身自由。为了防止妻子姜红逃跑，于强将屋
内木门用钢钉钉死。后来，姜红趁于强熟睡时
逃跑，向公安机关控诉了丈夫的罪行。

尽管如此，妇女维权之路并不平坦。东港
区人民法院法官牟慧敏介绍，反家暴法实施

之前，并无“家庭暴力”这一罪名，故而在司法
系统中，家暴案件主要以人身伤害、强奸、强
制猥亵等罪名处理。因此，也没有对家庭暴力
案件进行单独的统计和分析。

2015年，东港区法院审理的1084件离婚
案件中，有72件涉及家庭暴力。3月3日，牟
慧敏利用半天时间对全年案件进行梳理，得
出了以下数据“这72件案件中表现出来的均
是殴打、辱骂等热暴力。”牟慧敏解释，对
于精神上的“冷暴力”并没有一个标准的衡
量依据，因此无法作出具体统计。

妇女维权有妙招儿

妇女维权，除了常规手段，是否存在一
个更为有效的的参考样本？东港区妇联联合
东港区司法局，自2014年便展开了探索。

3月3日下午，记者在东港区西湖镇小花
崖村遇到了该村妇女主任袁婷。除了村里的
职务，袁婷还有一个称号——— “大嫂调解
员”。

46岁的袁婷从2000年就在村里从事妇女
工作，为村里的妇女们排忧解难、化解纠纷
成为她的本职工作。2014年8月底，经过村民
一致推选，她又被聘请为“大嫂调解员”。
据粗略计算，袁婷每天就能处理一件小纠
纷。“谁家的小两口关系好不好，我都摸得
门清。”袁婷说。

自2014年8月15日起，东港区妇联联合东
港区司法局在全区583个村(社区)调委会各聘
任1名妇女干部为“大嫂调解员”，参与辖区内
人民调解工作。如果邻里间、夫妻间有了矛
盾，她们就来帮着解决，将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袁婷介绍，“大嫂调解员”会不定期入户走
访，及时掌握信息，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随时
调解。调解结束，还会定期回访，避免反弹。

目前，东港区523名“大嫂调解员”都已全
部到岗，解答法律咨询1万人次，调节各类纠
纷1554起，防止民事转为刑事案件12起。

“‘大嫂’二字成了我与被调解人之间的
‘情感润滑剂’，感情近了，话就好说了。”
袁婷说，

反家暴有法可依 东港妇联落地有招

“大嫂调解员”成妇女维权样本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刘昌勇 张艺玮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这几天，南海高中体育馆内经常看到篮

球运动员们热身训练的身影，这些来自各地的百余名篮球
运动员将在3月13日参加“南海杯”篮球邀请赛首场比
赛。此项利用全年周末时间举办的篮球联赛是威海南海新
区今年体育赛事计划中的一部分。今年，有10余项“国字
号”“省字号”体育赛事集聚威海南海新区，涉及沙滩
类、公路类、场馆类、水上运动等各个方面，赛事时间遍
布全年，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

“依靠体育赛事拉动人气、提升名气，带动经济社会
发展，是我们的目的所在。”威海南海新区管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威海有“蓝色休闲之都”的美誉，近年来，威海南海
新区积极探索体育发展新路，充分利用绵长的沙滩、适宜
的气候、优美的自然环境等资源、环境优势，使得全国沙
滩排球巡回赛、山东省自行车公路赛、全民健步走、自行
车骑行赛、龙舟赛等各具特色的体育项目蓬勃开展，沙滩
运动基地、体育休闲圣地等美誉也渐渐得到人们认可。

随着赛事的聚集效应和关注效应逐步凸显，体育运动
项目对促进体育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拉动效
应正在显现。威海南海新区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下一
步，他们将在打造体育休闲的过程中，突出威海南海新区
特色，重点发展以沙滩体育、水上运动、特色赛事等为主
要内容的体育项目，并依托蓝湖休闲区，规划建设集水上
赛事、体育展示、培训体验为一体的奥体水上运动中心，
打造独具特色的体育品牌，推出一批体育精品项目。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赵磊 刘希柱 报道
本报鱼台讯 “根据近期调查，大蒜田间墒情较适宜，

早春不需浇返青水，以免影响地温的提高。”3月4日上午，在
鱼台县鱼城镇罗庄村后的大蒜地里，来自县农业局的专家
正向村民讲解春季大蒜管理技术要领。“有这么多专家，来
给俺们讲解农业技术，大家都能听得懂，真讲到心坎里去
啦。”村民罗汉青说。

“春节前后，我们在各镇街集中举办了10余期农业技术
培训班，近期又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群众解决
春耕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鱼台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崔
庆才告诉记者。

入春以来，鱼台县涉农部门除利用农广校、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对农民进行培训外，还通过“阳光工程”、绿色证书培
训等形式，组织各级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指导群众农机深松
整地、调整种植结构、推广测土施肥等实用技术，因地制宜
提出田间管理措施。同时，组成以“土专家”、“田秀才”为主
的科技巡讲团，现身说教，全面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目前，全县已举办各类培训班30多场次，培训农民近8000余
人次，印发技术资料、明白纸1万余份，为春季农业生产提供
技术保障。

实现“齐河2017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必须率先决胜脱贫。对此，齐河
县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精准”要
求，紧密结合齐河实际，用改革的思维，创
新的思路，制定精准扶贫的系列措施，收到
了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积极探索扶贫资金
使用管理新路子，以群众意愿为前提，以扶

贫资金为引导，高度整合各方面资金，打捆
使用、精准投放，并强化监管，做活做大做
强相关产业，以产业发展动力激活贫困户的
“造血能力”，真正发挥扶贫资金“四两拨
千斤”的杠杆效应，实现了扶贫资金的使用
最大化。

■书记点评

让扶贫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
齐河县委书记 孟令兴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张霞 曹元良

结婚、生娃、乔迁、升学……遇到这样的
人生大事，少不了要随份子，少则一百二百，
多则上千元。但在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一个
900口人的南太合村，“无论红白喜事，乡里乡
亲要随礼，只随五毛钱。哪怕是100块，也得找
你99块5毛。”村支书李洪海说。

南太合村的节约风俗自上世纪80年代开
始。据76岁的村民刘培森回忆，那时随两毛钱
礼金，全家几口人都去吃席，这样婚宴至少得
摆上几十桌。“那时是宁可吃不完把饭菜一盆
盆扔掉，也不能准备少了给乡亲落下口舌，攀
比之风越来越严重。”

1984年，时任村支部书记的路宏源定下
不成文的约定：办红白喜事村民一律给5毛钱
礼金。曾经也有一两名村民将礼金涨到2元，
但事后遭到异议，后来就再没有人破坏规矩，
5毛钱的礼金成了他们村最大的骄傲。
村民徐民生告诉记者，当时为儿子徐达办婚
礼，收到的是120多份5毛钱的礼金，看到手中
一沓5毛钱，老徐非但不恼还很高兴。“村里人
到主家只是庆贺、帮忙，完了就各自回家吃
饭，只有男女双方亲属留下来吃饭，婚礼半天
就能进行完。虽然婚礼不像别的村那么热闹，
但是节省了人力财力。”

“村里每年有15到20件红白喜事，能省下
20万至30万元。”南太合村红白理事会成员路

荣发告诉记者，不摆酒席，让每户办红白事的
村民平均少花一万多元，受到村民们的拥护。

红包不加价，感情却加码。村民李芳美
说，普通村民互送高额礼金没有必要。“感情
不是用钱买来的，像我们村一样，5毛钱大家
都轻松。”她还提到，南太合村虽然只有900多

人，但是姓氏有16个之多，“我们这里民风好，
从来没出现过欺负外来户的现象。”

采访中了解到，自去年起，临淄区全覆盖
推广“农村移风易俗工程”，全区12个镇465个
行政村全部成立红白理事会，覆盖率达100%，
红白公事一个标准操办，刹住农村随礼歪风

为群众减负，推动养成了重情轻礼、纯洁交往
的良好民风民俗。

白公事提出“八建议，八提倡”：建议不大
操大办，提倡丧事从简；建议不顶瓦打幡，提
倡哀悼告别；建议不披麻戴孝，提倡黑纱白
花；建议不唱戏打鼓，提倡播放哀乐；建议不
大摆灵堂，提倡鲜花祭奠；建议不设宴待客，
提倡只吃便饭；建议不丧后酬劳，提倡理事从
廉；建议不田中筑坟，提倡进入公墓。

红公事提出“随礼不坐席”，在全镇范围
内建议随礼的标准为50元，最高标准不得超
过100元，具体标准由各村居制定村规民约，
召开村民代表会研究通过，由本村红白理事
会严格执行，婚礼当天只宴请直系亲朋。

“现在甭管家里有钱没钱，一律按统一的章
程办事，白公事用烟一律一盒7元，过去一个普
通白公事至少需要25条烟，光烟钱也得3000多
元，现在三五条烟就足够。”齐都镇安合庄现年
65岁的红白理事会会长于成华说，民俗改革不
仅减轻了群众负担，而且树立了良好的了村风
村气，村里尊老敬老的风气更浓了。

为推进民俗改革长效化、常态化，临淄区
实行ABC三级动态考核，制定具体化、数量化
的考评标准，层层递进，每季度进行一次考核
打分并公示，年终对全部考核内容进行汇总，
使学有标兵，赶有目标。

去年4月份至年底，全区白公事共计1783
起，按新规办理的比例达到98 . 88%；红公事共
计1332起，按新规办理的达到86 . 94%。

“结个婚，只随5毛钱礼金”
临淄区红白事按新规办理比例去年分别为86 . 94%和98 . 88%

威海南海新区借助高端体育赛事

培育体育产业，拉动人气带动经济

以“赛”生金

鱼台“田保姆”
送技术保春耕

关键词：精准扶贫

□通讯员 王军 记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惠民讯 3月6日下午一点多，山东省红十字会和

惠民县石庙镇女孩李茜的父亲李丙柱签订了器官捐献协
议，在达到现行法律规定的心脑双死亡的捐献条件时，将首
先进行眼角膜摘除手术，这些器官随即进入全国器官分配
系统遴选分配，为患者送去光明和希望。

李茜，24岁，一名大四正在实习的学生，3月1日晚八时多，
被医生无情地宣布脑死亡，如今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已经超过
72小时。她的父亲李丙柱是惠民县石庙镇东庞村一位普通的
农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垮，整天以泪洗面。她的伯父李
丙梁向记者说起了这个24岁女孩的点点滴滴。

李茜是在聊城上的大学，学的是编导专业，正在德州乐
陵市公安局实习。近期，她感觉身体不适，被查出是子宫肌
瘤，3月1日中午12时许在医院接受手术，没想到晚上八时
多，身体突然出现病危状况，在随后的抢救中，这个花季女
孩没能醒来，被医生宣布脑死亡。从3月1日直到现在仅靠呼
吸机维持生命体征。

李丙梁说，李茜性格开朗，由于所学的专业，经常会碰
到病人因为没有器官捐献者而丧失生命，她当时就曾多次
说，自己万一出现不测就会捐献器官，帮助更多的人，没想
到一语成谶，让人唏嘘。

“把孩子的器官捐出去，是遵照闺女的愿望，也是想让
孩子的生命换种方式延续。”李丙柱说，首先考虑眼角膜，根
据实际情况再确定捐献其他器官。

惠民24岁女大学生
捐献眼角膜

□马景阳 报道
淄博市临淄区南太合村红白理事会成员路荣发展示随礼名单。

赵梓霏 报道
3月15日，齐河县焦庙镇贾市村贫困户

彭玉珍在田旺产业园打工。

□记者 宋弢 张忠德
通讯员 王文辉 报道
本报青岛讯 3月14日上午，青岛西海岸新区召开“蓝

色海湾整治行动”动员大会，在全国率先启动“蓝色海湾整
治”。据了解，这是全国第一个通过区人代会审议形成决议
的“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青岛西海岸新区拥有海岸线282公里，占据了青岛海岸
线长度的36%。2016年至2018年，新区将用三年时间，主要完
成约129公里海岸线的整治工作，打造集生态共享、文化展
示、旅游休闲以及产业升级于一体的世界级最美海湾。

该区“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确定了“六大任务”——— 拆违
建、清岸线、调项目、修慢道、植绿化、保文化，2016年将完成
投资约16亿元，拆除清理沿线违章建筑约2万平方米；组织
沿线约3200亩养殖池、240亩工厂化养殖大棚及地面附着物
补偿、拆除清理和相关工程用地征地拆迁；完成蓝色海湾旅
游文化策划及相关规划编制工作；启动慢行系统和绿化景
观建设；开展沿线项目用地调整、截污治污以及执法巡查、
审批监管、文化保护、就业保障等工作。

截至目前，已出动执法人员600余人次，执法车辆40
余辆，依法拆除违建面积约8000平方米；排查发现各类河道
污染点源423处，完成整改334处；对发现的污染违法行为，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32份，立案调查10起；召开《青岛琅琊
台遗址保护规划》论证会，确定了琅琊台遗址区域内的各种
发展规划和环境整治工作。

“蓝色海湾整治”启动
青岛西海岸新区规划3年完成海岸线

整治129公里，今年启动实施7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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