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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 斌
本报通讯员 刘 勇 魏文婷

主动担责

点亮库区移民生活

上世纪50年代末，国务院批准兴建东平湖
大型平原蓄滞洪水库，24 . 5万库区群众以大局
为重，背井离乡，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历史性贡

献。东平县因此成为全省第一、全国第二大移
民县，移民总人数占了全县总人口的1/3。近
年来，为帮助移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在山东
省政府、泰安市政府的领导下，东平县全面打
响移民回迁攻坚战，计划用3年时间、分三个
批次规划建设16个社区安置点，全面解决东平
湖库区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该工程被列入全
国移民避险解困试点工程。

移民安置，电力先行。为此，国网泰安供
电公司迅速响应、精准对接，第一时间启动移
民安置扶贫攻坚工程，计划用3年时间同步完
成供电设施配套建设，确保移民项目建到哪
里，供电设施就延伸到哪里，让移民生产生
活、社区产业发展能够尽快用上安全电、可靠
电和优质电。

国网泰安供电公司三次到省公司作专题汇
报，最终通过省公司与省发改委、国家电网公
司的深度沟通汇报，凭借精准的规划方案和论
证依据，将第一批移民社区电力工程成功列入
专项建设资金，走出了一条资金落实的有效途
径，实现了项目有效落地，解决了政府和贫困
群众的当务之急。

为确保让库区移民尽快用上电、用上优质
电。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该公司开辟“绿色通

道”，精简办电手续、流程，优先安排移民安置
项目建设和移民迁入后的生产生活用电，优先
开展智能配电台区建设，优先采用新技术、新设
备、新材料。目前，第一批7个移民社区的配套电
力工程建设已圆满完成，2万余移民群众不仅住
上了新房，而且用上了空调、冰箱等新电器，整
个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充足的电力也
带动了养殖、旅游、种植等产业的蓬勃发展，保
证了库区移民迁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实现了党和政府提出的移民避险解困目标。

农网升级

助力提升用电水平

自国家启动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以
来，泰安市2010至2015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共
计投资24 . 31亿元，农村户均配变容量由改造前
的0 . 72千伏安提升至目前的1 . 61千伏安，提升
124%，线路故障率降低67%，极大提升了农村
供电能力、供电质量和安全供用电水平。

今年，国网泰安供电公司正在大力推进全
市精准识别的451个贫困村电网改造升级工
程，省市县公司三级联动，确保2017年底全部

改造升级完毕。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公司制
定了贫困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规划和项目计
划，明确了专项工程时间表和责任人。工程建
设标准按照“小容量、密布点、短半径”的原
则，对供电半径较大的台区，采用增加供电台
区和高压进村的办法解决超供电半径的问题。
改造影响安全的低压线路、表箱、低压配电柜
等老旧设备。淘汰高耗能配电变压器，选用节
能、环保型配电变压器，提高贫困村安全用电
水平及供电质量。

在前期完成113个贫困村电网改造升级的
基础上，国网泰安供电公司结合实际，制定了
年内完成150个省定和85个市定精准扶贫贫困村
电网改造升级及村村通动力电的目标，计划投
入资金12792万元，建设改造高压线路114 . 87千
米、低压线路547 . 24千米、配变280台，共惠及
农户7 . 94万户。剩余103个市定精准扶贫贫困村
的电网改造升级任务计划2017年全部完成。目
前已改造42个村，落实资金1262 . 23万元，共惠
及农户16933户。并继续减免全市城乡“低保
户”、农村“五保户”电费，减轻贫困户负
担，为贫困村脱贫致富提供更加优质的电力服
务，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生活质量改善
提供更好的电力保障。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陈淑锋 苏本善

一家6口曾经挤在窝棚里

时间回到1994年，这一年老扈44岁，下有
一个儿子、3个女儿，上有80多岁的父母。
“当时的日子不好过。”老扈说。

原来老扈家和村里大部分村民都是东平湖
库区移民。1958年修建东平湖水库时，年幼的
他和家人搬到侯河。因为是库区，又是移民，
家里几乎没有耕地，仅有的一亩多也是自家开
垦的。

不仅吃不饱，住得也不行。老扈指着窗外
不远处的地方说那儿就是他家老屋的地方。屋
子低矮潮湿不说，更要命的是每年汛期都会面
临来自大清河和黄河的双重洪水威胁。土房子
不经泡，洪水过后很少有房子能留下来。

家里不养人，只能另谋活路。1994年秋，
老扈告别父母，一家六口去了河北省霸州市信
安镇。因为有同乡告诉他那里荒地多，可以拓
地种粮食。

“承包土地后，要先开垦出来，然后才能
种粮。”扈存友说，地上全是高过人头的野
草，都是用人工割掉，可没少费劲。为了方
便，更为了省钱，他就用茅草和木棍在地头儿
搭起了窝棚，一家六口挤在里面，这一住就是
9个月。“阴雨天漏雨，雨不停就没法在露天

的灶台做饭，一家人就啃干粮等天晴。”老扈
的大女儿扈新巧对此记忆犹新。

老扈种过玉米、棉花、大豆，最初是几十
亩，后来扩大到100亩。地虽然多，但收成不
行，老扈说因为地不肥，而且无法灌溉。1996
年秋收，50亩玉米一三轮车就拉走了。

结束漂泊，回乡住上新房

刚到霸州的时候，儿子还在上中学，只有
3个女儿帮着干活儿。后来儿子辍学也帮家里
干活儿，一家人苦干了三四年，生活条件才逐
渐好起来。

人逢困境思乡切。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但
老扈却萌生了回乡的念头。到霸州的第三年，
家中的老父亲去世，在回来奔丧的路上，扈存
友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无助，他越来越觉
得漂在外面不是长久之计。

时间到了2012年，老扈也62岁了，沉重的
农活儿让他感到力不从心。他和老伴儿商议后

就把地退了，他当起了保安，老伴儿干起了保
洁员。

老扈当保安的第二年，遥远的家乡东平正
迎来一次重大机遇。2014年4月，东平县被纳入
国家大中型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国家支持
该县分三期建设18个移民社区，以改善4 . 6万无
地移民的居住条件。

“当时心里也是没底儿，没少犯嘀咕。”
老扈说，看着亲手盖起的老屋被推倒，心里真
不是滋味儿，毕竟以后怎样还是个未知数。

事实证明老扈的顾虑是多余的。2015年春
节刚过，东平县移民避险解困工程拉开序幕，
分布在四个乡镇的首期7个移民社区开工建
设。经过一年多的建设，一期工程已接近尾
声，二期工程的4个社区也全面开工。

侯河社区是一期工程中建设比较快的。
2016年1月11日，老扈接到村里电话让回家选
房。站在老屋的旧址上，老扈朝最近的一户一
指，就是这儿了。新房位于二楼，120平方
米，三室两厅一卫，老扈心里悬了一年多的石

头也终于落了地。
选房后老扈迫不及待找人赶在春节前装修

了房子。熬到正月初五，老扈就和老伴儿从霸州
搬进了新家，成为侯河社区最早入住的移民。

对于新房的成本，老扈非常满意。老屋进
行折价，然后老两口儿每人享受移民住房补助
2 . 5万元，儿子一家四口因为之前把户口迁走
了，每人获得了1万元的补助，这样他再交
63300元就行了。

“新房的正后面是我三哥的房子，大女儿
也在不远处的路村移民社区选了房子，这下好
了，亲人们又聚到一块儿了。”老扈说，今后
自己想干活儿就干点，不想干就歇着，以后的
好日子想想就乐。

像老扈这样的移民，东平有24 . 5万人。为
了让这部分移民住得好、能致富，除了推进移
民避险解困工程，东平县还在沿湖周边规划建
设了30个产业园区，重点培育优质水产品、乡
村旅游、特种动物等产业,让移民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就业。

□ 本 报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桑 蕊

蒙蒙细雨刚过，田野里一片清新。4月
26日，在宁阳县八仙桥街道东和村的田间农
场里，几位村民正轻松地把一颗颗“种姜”放
进刚浇过水的沟道中，褐白其间，甚是好看。

“这里干活的基本都是我们村的，平均
年龄在60多岁。”农场主李友林告诉记者，
他家这个农场有140亩，平时夫妻俩打理，
村里几位低保户、贫困户都在他的“队伍”
里。

李友林之前一直在城里打工，做蔬菜贩
卖生意，而东和村一直是贫困村，许多村集
体资产被“瓜分”，连续几年都选不出村党
支部书记。

“当时村集体收入任务就3400元钱，年

年都完不成。”李友林回忆，2008年回来干
村党支部书记时，村里有20万元的外债，村
集体只有一项收入，就出租了半个村委大院
出去，一年收入1000多元。

面对现状，李友林首先想办法把厂房、
院落等集体资产收回来，又联系建筑公司垫
资建了第一座回迁楼，有了第一笔“集体资
金”，李友林决定把它们用来改水改电。
“2009年是最难的一年。”李友林说，当时
刚给村里改完电，工人工资差2万元拿不出。
后来一个朋友借给他1万元，家里拿出1万元
垫上，直到腊月廿九那天，把最后一份工资给
了货车司机，基础设施改造正式完成。

“村里总算有了个样子，下一步就该琢
磨怎么摘掉贫困的帽子。”在李友林看来，
东和村属于城郊村，不好干工业，年轻人大
多在城里工作，但因为有很好的交通优势，
村里本来就有种菜的传统，李友林决定从自
己最熟悉的“菜”上下手。

虽与蔬菜打交道多年，但自己还真没种
过菜。2010到2012年两年间，李友林尝试流
转50亩地种植季节菜，因为自己有很多跑蔬
菜市场的朋友，所以销路一直不错。2013年
借着国家推行家庭农场的东风，又流转20亩
以夫妻俩名字注册“林芳”家庭农场，种植
土豆、圆葱、山药等蔬菜，一年三季，蔬菜
都销往滕州、菏泽等周边许多市，现在经营
性收入达到90多万元。

“流转土地时首先也考虑到了村里的低
保户和贫困户。”李友林说，村里目前还有
十几户低保户，现在粮食价格不稳定，东和
村流转土地价格在每亩1100—1200元，绝对
比种粮食划算。

面积大了需要雇用劳动力，以前到处晒
暖打牌的老头老太太都来打工了。“那吴家
老太太一年能拿12000多元钱！”妻子王秀芳
说，现在农场里长工有十几人，每天40元
钱，农忙时多点，每逢节假日就发点毛巾、

茶叶等福利。
“拿票领钱是我想的一个办法，让村民

取钱更方便。”李友林介绍，如今村民人均
纯收入已经过万元，老人们平时用不到钱，
有时会提出让李有林先存着。李友林想了个
法子，干一天活给一张盖章的农场票，想取
钱就拿票来换。

好梧桐引来凤凰栖。这两年来村里谈项
目的不少，李友林在村北流转200亩地上了
个苗木花卉项目。因为科学种田，农场还被
县农业局授予“科技示范户”的称号，很多
大户也跟着李友林夫妇包地种菜。至此，全
村690亩地已流转出400多亩，大部分村户都
端上了工资+地租的“铁饭碗”。

“下一步我再盖些大棚，种些反季节蔬
菜。”李友林说，目前他正在赶制一批工作
服，让农场工人们都统一着装。等得空了，准
备再搞点休闲农业，利用城郊的优势设一些
蔬菜采摘区、乡村体验区，让村子更热闹。

5月20日，高铁泰安站旅客关切中心及商务座
候车厅正式启用，旅客关切中心主要面向老、幼、
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开放，并设有专人引导服务。
关切中心设有20个座位，专门为母婴、孕妇提供特
殊空间，设置了母爱十平方的母婴专区。同时，还
配备了医药箱供旅客免费使用。此外，关切中心还
为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轮椅接送站服务。图为高
铁泰安站工作人员搀扶老人进关切中心。

□刘培俊 秦会勇 赵鹏
报道

近日，因受天气影响，多处
施工工地围挡遭到破坏，破损的
围挡不仅严重影响市容市貌，更
给过往行人带来安全隐患。泰安
市城管局直属执法二大队及时消
除隐患，对施工工地围挡进行全
面彻底清查，对严重破损的围挡
实施拆除。图为执法人员与交警
联手对严重破损的围挡进行拆
除。

□通讯员 刘广琦 宋超 穆宏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20日下午，省煤田地质局

举办了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教育专题辅
导讲座，这是该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的一
项内容。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省煤田地质局
认真做好“学”、“做”文章。在“学”上，他们创建特
色载体，创新学习方式，建立健全了党员学习制
度。利用“地质文化讲坛”、“党员读书会”等特色载
体，到红色教育基地接受革命教育，邀请专家教授
进行辅导，组织党员干部谈体会作交流。在“做”
上，他们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清单，基层党组织
梳理出单位、个人在党建、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书记项目，明确
整改时限、具体措施、责任人和责任领导，切实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党员意识、宗旨意
识、组织观念和纪律意识。

“在外边漂了20多年，没想到这把年纪还能住上新楼房”

66岁老扈的安居梦

实现动力电“村村通”
2016年斥资1 . 2亿升级改造235个贫困村

推行家庭农场 年经营收入90多万元

贫困村村民端上“铁饭碗”

◆5月5日，东平县委书记赵德健来到国
网泰安供电公司对库区移民工程的支持帮助
表示感谢。

国网泰安供电公司严格按照泰安市及山
东省电力公司“阳光扶贫行动”要求，加大
贫困村农网升级改造，努力解决贫困村供电
“卡脖子”、“低电压”问题，至2017年，
完成所有贫困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实现贫
困村动力电“村村通”，贫困户生活用电、
农业生产电力保障达到100%。

◆吃过早饭，老扈来到阳台悠闲地点
上一支烟，望着窗外正在施工的楼房，再
看看自己120平方米的新房，他不禁向正
在刷碗的老伴儿念叨起来：“在外边漂了
20多年，做梦也没想到这把年纪了还能住
上新楼房。”

老扈叫扈存友，今年66岁，家住泰安
市东平县斑鸠店镇侯河村。然而就在今年
春节前，他还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北省霸州
市打工。

拆除破损围挡

消除安全隐患

省煤田地质局：

突出特色载体

推进“两学一做”

高铁泰安站

旅客关切中心启用

□刘涛 邹娴 报道

广告

□记者 刘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记者从泰安市公交公司获悉，

今年第一季度，公交公司查扣违规使用的公交卡
90余张，而这些公交卡持有者将面临50元罚款。

违规使用包括冒用他人公交卡证、使用假证
等不文明乘车现象。根据公安部、建设部《城市
公共交通车船使用规则》规定，对冒用他人IC月
票卡、老年人优惠卡者，公交公司有权将IC月票
卡、老年人优惠卡收回并处以50元罚款；持他人
乘车证件或假证乘车者，公交公司有权将证件予
以没收，并处以50元罚款。

一季度查扣

违规使用公交卡90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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