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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淑栋
本报通讯员 韩文彬 秦强

接二连三的变故

让这个家沦为贫困户

6月15日，踏着雨后湿润的乡间小路，记
者来到博山区源泉镇麻庄村李奉林的家。64岁
的李奉林迎出门，脚步微坡，戴着个鸭舌帽显
得挺精神。听说有记者来采访，周围的邻居出
来看新鲜，对门一位大娘还嘱咐记者：“老李
可是个好人，你们好好采访采访他。”俗话说
“好人有好报”，可这句话似乎没有在李奉林
身上应验。村里人都说，“老李是个老实人，
可惜没好命”。

1997年8月6日，是李奉林终生难忘的日
子。那时他在建筑队打工，一个不慎从4米高
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脚踝、腰部严重骨折。
说到这，李奉林把帽檐压了压，外头好不容易
有一丝儿晴意的天又阴了起来。

“我这脚反反复复做了三次手术，家里的
积蓄也花光了。”李奉林变形的右脚上几条狰
狞的疤痕爬在脚背上。因为受伤，正当壮年的
李奉林有十年不能干活。那时妻子为了照顾他
没法外出打工，两人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那一
亩多的小麦、玉米。

直到2007年，老李终于能下地走路了，不
愿一直拖累妻子的他总想干点什么，妻子拗不
过他，只好骑着三轮车带他到田里，他也只能
蹲在地上一步一挪地撒种、盖土。随着李奉林
伤势好转，家里的日子也好过些，去年他还买

了辆电动车，想带着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伴儿出
去玩玩。老李一家看到了幸福的曙光，可是，
2014年8月，李奉林老伴儿的体检结果如同一道
晴天霹雳，打碎了这个家的希望。Ｘ光片上肺
部的两个黑点让夫妻俩傻了眼：肺癌中期。老
李到现在也弄不明白，在源泉这样山清水秀养
人的地方怎么会得上肺病？

不知何时，窗外竟密密地下起雨来。刚才说
自己伤势时还挺轻松的李奉林，说起老伴儿却
眼眶泛了红。“老百姓就是这样，不到挨不过去
了，是不会去医院的。”听说邻村有个做了同样
手术的村民，不到一年半就没了，李奉林老伴儿
说什么也不做手术，只是吃药。虽然老两口都有
医保，但很多药不能报销，其中有一盒进口药
1800元，才吃了10片，老伴儿就走了。

老伴儿去世后，李大爷的闺女把母亲的住
院用品连同那盒1800块钱的药一股脑扔了出
去，谁也不愿再看到这些伤心物什。接二连三
的变故让这个家沦为贫困户。

“俺这个残疾的穷老汉

也能按月领工资了”

去年，麻庄村用10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和29
万元村集体资金成立了淄博环盈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用于猕猴桃基地建设和花卉盆栽种植。
11月份，李奉林老伴儿去世还没出“五七”，
刚上任的村委主任房明就找上了门，看着形容
憔悴、无精打采的老李，拍拍他的胳膊说：

“别在家窝着了，到大棚去种花吧。”12月7
日，李奉林成了环盈公司的员工。

今年6月15日清晨5点多，李奉林就早早起
床出门，“庄稼人不爱睡懒觉，趁着天好先把
玉米种了。”早上8点，李奉林准时来到环盈
公司大棚，换上水鞋，带上围裙，拎着水管开
始浇花。“这是黄金梅，那个是猕猴桃……”
老李一边浇水一边向记者介绍着棚子里的花
草，看着它们在自己的精心栽培下越长越旺，
每天都有嫩绿的芽儿冒出来，李奉林逐渐走出
阴霾，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在大棚干一天50块钱，俺这20多年没什
么收入的残疾老人也能按月领工资了。”李奉
林说。麻庄村种植猕猴桃，土地流转每亩1000
元，老李的200多平方米地也流转了出去，剩
下的400多平方米种点粮食，他说种种地就当
锻炼身体。

“这些年政府一有好政策就想着俺，什么
办理残疾人证、申请农村低保，俺们不大懂，
这些都是村里帮着弄的。过年时，村里还给我
们这些60岁以上的老人发了一袋50斤面粉，足
够吃了。”去年通过精准识别，李奉林被认定
为贫困户，扶贫资金量化入股扶贫项目，按照
每1000元为一股，每个贫困人口持有2．389股，
老李也成了公司股东，到年底就能分红了。

政府的帮扶不仅帮李奉林走出贫困，更暖
了老人的心。日子越来越好，老李也变得开朗乐
观。街坊四邻都说，老李现在的笑脸多了。“俺们
这儿还有幸福树、发财树，光听名字就喜气。”李
奉林乐呵呵地说。也许我们很难体会，这样开

怀的笑对苦了几十年的他来说有多难得。

好日子还在后头

受助人更该懂得感恩

尽管命运对李奉林一家百般折磨，但老李
还是一直感叹身边好人多。李奉林家里有一个
特殊的账本：李东明，鸡蛋32个；梁东京，面
条4斤；张至亮，饼干4条……上面记满了李奉
林家庭困难时期乡里乡亲的钱物资助。老李
说：“这些都是情，俺得时不时拿出来看看，
不敢忘了。”

“受助人更该懂得感恩，不能把别人的帮
扶当成理所当然。”朴实的李奉林决定用更加
勤恳的劳动来回报社会。因为李奉林的忠厚诚
实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公司就让他自己给自己
考勤。有时家里有事只上了半天班，老李也要
在考勤记录里如实记下时间、原由。老李说：
“公家给俺工作是对俺的信任，咱不能占公家
的便宜。”而算账用的计算器平时不用时，老
李就把电池抠出来，嫌它老是显示时间，太费
电，给公司省点钱。

李奉林的独生女多年前嫁到了青岛，老伴
去世后留下老李一人独居。虽然闺女总想把父
亲接过去，可老李从未想过放下工作去享清
福，总觉得自己还能动弹，应该好好工作发挥
余热，也不必这么早麻烦孩子。

李奉林的床头挂着两个大相框，里面挤满
了李奉林老伴儿、闺女一家还有亲朋好友的照
片，虽不如放进相册里板正，却一抬头就能看
见。“以后遇到困难，俺就看看他们，想想有
这么多人关心自己，俺更得好好活，好日子还
在后头呢。”老李笑得美滋滋的。

4年前，李奉林在自家院子里种下了一棵
猕猴桃树，扎根、抽芽，经历风霜，今年终于
迎来了盛果期，青油油的果子密密麻麻地挂在
枝头。老李给果树培培土，“不要怕风雨，经
历了雨淋日晒，果子才更大、更甜。”就像人
一样，困难再大，熬过去了，幸福就在前方。

□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刘亚琳 丁慎秋

开荒20亩办扶贫基地

7月1日，记者来到石马镇芦家台村，雨后
泥泞的土路格外难走。在卧虎山旁的河滩上，
一个戴着眼镜、有点学生气的小伙子正蹲在一
片玉米地里拔草，他就是石马镇芦家台村书记
助理李炳春。出身农村的他，干起活来一点儿
也不含糊。

“我打算试种点经济作物，开发成一片扶
贫基地。”李炳春告诉记者。全村现在还有30
多个贫困户，虽然人数不多但脱贫也不容易。
这里长年种植小麦玉米，山区本身地就少，农
民忙忙碌碌一整年最后挣不了千儿八百的，李
炳春看着很着急。

“卧虎滩有大片的湿地，我们先开辟了20
亩‘试验田’。”李炳春说。经过实地调研，
征求村两委成员和村内老人的意见，大家都认
为这是块好地。他决定带领贫困户“种地”，
改变传统种植方式，引进有机小米、有机大豆
等新品种。

为种出好粮食，李炳春特意向村里的老生
产队长蒋行美大爷“拜师学艺”。5月11日，
正式开始耕种，李炳春天天与老乡们在一起，
身上的泥土气更重了，皮肤晒得黝黑，种植作
物的各种农活也都基本掌握，用蒋大爷的话说
“这孩子不离把”，这个评价可不低。5月
底，除小米8亩地外还种了大豆7．3亩、红豆1．2
亩、玉米1亩。同时为充分利用土地，合理套
种，又栽种了西红柿40棵、向日葵120棵、黄瓜
30棵、南瓜25棵、苦瓜10棵，小基地已初具规
模。如今满地的青苗覆盖，李炳春每天都来看
看，心里美滋滋的。

贫困户中的几个老大爷、老大娘也到地里
轮流上岗，除除草干点儿活，共同经营这块
“脱贫地”，报酬按照本村劳务标准每天50
元，截至目前，小基地已用工20人左右。

“看这长势，今年定是个丰收年。”听着
蒋师傅的话，李炳春心里更有底了。他打算将

来销售采取互联网＋销售、微信传播等方式，
着重打好品牌。挣了钱还要给村里60岁以上老
人发福利。

关爱留守儿童

走在芦家台村的小路上，李炳春跟村民热
情地打招呼，记者发现大伙儿都喜欢叫他“李
老师”，原来李炳春除了是村书记助理，还是
村里“青苗”小课堂的教师。

刚到村里时，在与村民的交谈中，李炳春
对村里的产业结构、人口情况、村情民意有了
初步了解，发现这个村的青壮年大都外出打
工，小孩多由老人照看，处于半留守状态。这
样的情形像极了李炳春小时候的经历。由此，
成立一个小课堂的想法出现了，村里和镇上领
导也觉得这是件好事。

经过一番筹备和挨家挨户上门宣传，去年
10月26日，芦家台村的“青苗”小课堂在村委
活动室开课了，开课第一天，全村25名小学生
来了23名。如今小课堂已经开课8个多月，小
李每天都会准时来到村委给小“青苗”上课，
周六全天上课，中午备课加批改作业，经常忙
得没有时间吃饭，但看到孩子们的进步，李炳
春觉得值。

上小学一年级的小涵（化名）也是“青
苗”小课堂的一员。他的母亲瘫痪在床，父亲
在外打工，年迈的奶奶操持家里的一切。贫困

的家庭情况让这个孩子有点自卑，性格特别内
向，成绩也不好。

小涵成了李炳春关注的重点对象。除了辅
导功课，李炳春还跟这个孩子聊天，去家访，
渐渐的，小涵性格越来越开朗，学习成绩也从
班里47名升到了前10名。拿着小涵的成绩单，
妈妈留下了眼泪，看到孩子的变化，也看到了
这个家幸福的希望。

在小课堂里，李炳春俨然成了个“孩子
王”，他带着一群农村孩子植树节到山上种
树，周末去公园看大熊猫，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趣味活动让孩子们长了见识又提升了综合素
质。学校及家长反馈说，芦家台小学生上课纪
律、学习习惯都有很大改进，学习成绩也有了
很大提高，“青苗”小课堂发挥的作用可不
小。

“现在放暑假了，我们打算开个暑期班，
到时候还会有几个志愿者来轮流上课，会有更
多有趣的活动。”李炳春希望通过小课堂，这
里的每一株“青苗”都能长成参天大树。

有事找“小李”

想把工作做好，融入村民不可少。李炳春
时常到村里“溜达”，走访入户，深入群众，
做村民信任的贴心人。

最开始，乡亲们见到这个脸生的小伙子难
免有些诧异，小李就主动上前自我介绍：“大

爷、大娘好，我是咱村上的大学生村官，叫我
小 李 就 行 。 ” 顺 便 递 上 自己设计的 “ 名
片”——— 便民服务卡。

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大部分村民对于办理
行政业务十分挠头，为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结合本村的村民事务代办制度，李炳春制作并
向村民发放了“大学生村官便民服务卡”，帮
村民跑跑腿，提供上门式服务。在平时走访入
户的基础上，这张小卡片发挥了大作用，不管
是业务办理还是日常琐事，芦家台村的老百姓
多了一条途径，只要一个电话打到他那里，很
多事情就能搞定，特别方便。

“喂，小李，我是你彭大娘，我想让你叔把户
口迁到咱村，都得办啥手续啊。”李炳春接到彭
大娘的电话，马上向户籍部门咨询。问好后，
他跑到彭大娘家，把所有材料拿齐、复印，自
己开车拉着大娘到派出所办好了所有手续。

芦家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毛玉斋
说，李炳春的勤快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他把每件
事情都放在心上，认真去办，这一件件“小事”，
让这个年轻的党员得到了村里老百姓的认可，
这张卡片架起了他与村民沟通信任的桥梁。

毕业那年，李炳春同时考上了检察官、法
官和村官，但他最后选择回到农村。“我是个
农村娃，知道农村需要什么。年轻人更应该
‘沉下去’，我希望为这儿的人们做点事。”
李炳春踩着泥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身后
一片绿油油的谷子茁壮成长。

小山村里的“小”村官
——— 记石马镇芦家台村大学生村官李炳春

“经历雨淋日晒，果子才更大更甜”

李炳春，男，1992年11
月出生， 2 0 1 5年 8月被选调
到博山区石马镇芦家台村担
任 村 书 记 助 理 。 不 到 一 年
的 时 间 里 ， 他 走 街 串 巷 了
解 村 情 民 意 ， 开 辟 有 机 农
业 扶 贫 基 地 ， 创 办 “ 青
苗 ” 小 课 堂 。 这 个 有 热
情 、 有 想 法 、 踏 实 肯 干 的
“ 9 0 后”年轻人与村民一
起建设幸福的小山村。

阅读提示

□杨淑栋 报道
7月1日，李炳春(右)与村民在扶贫基地观察谷苗长势。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4日下午2:30，在淄博市行

政服务中心五楼视频会议室，淄博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牵头组织17个部门对山东鑫脉石化科技
有限公司多碳醇酯技术提升改造、淄博飞源化工
有限公司1 . 2万吨/年混配制冷剂自动化充装、淄
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节能环保升级改造、淄博飞
源化工有限公司15万吨/年废盐酸综合利用等4个
项目进行了联合会审。

据了解，此前，4个企业均获得“一区四园
办”出具的可以开展前期工作的意见。经淄博市
经信委初审，4个项目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
合备案要求，在完成节能审查后可以通过网上系
统申请备案。经各部门联审，四项目均获通过。

第九次化工技改项目

市级联审会召开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刘晶晶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记者从淄博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获悉，今年上半年，该局共签发各类自贸
区优惠原产地证1 1 8 1 8份，货值4 0 0 1 0 . 7万美
元，按照5%的降税幅度计算，可帮助相关出口
产品享受自贸协定成员方关税减免2 0 0 0多万美
元。其中，签发中韩自贸协定优惠原产地证3426
份，货值12792 . 7 2万美元，居该局各类自贸协
定签证量首位；签发中澳自贸协定优惠原产地证
1130份，货值1467 . 83万美元。

据介绍，随着国家自贸区战略的深入实施，
淄博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帮助出口企业用足用好自
贸区优惠政策，加强自贸区优惠政策的宣传和指
导，提升企业对自贸区优惠政策尤其是中韩、中
澳等新实施自贸协定的关注度和利用率，企业应
享尽享减税红利，取得明显成效。

享受自贸区优惠政策

减税2000余万美元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民王先生反映，

由华润置地（淄博）有限公司开发的华润橡树湾
沿街商铺路面出现塌陷裂缝等现象。

据王先生介绍，自己原本想从华润橡树湾购
买沿街商铺，可是到现场一看却大跌眼镜，路面
与外墙的衔接处竟然出现了下塌现象，一眼就能
看到内部的水泥结构。而且墙面隐隐约约也出现
了裂痕，这样的质量不免让人担忧。

记者来到位于华润橡树湾东边的沿街商铺，
发现南部沿街商铺，路面基本上铺设完毕，有个
别的地方墙面与路面出现了下塌；东面仍然在施
工中，下塌状况相对严重。部分业主怀疑工程质
量低劣，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为此，华润橡树湾售楼处的工作人员回复，
他们对于沿街商铺塌陷的事情不了解，无法给予
答复。而华润置地（淄博）有限公司企划部的工
作人员表示，关于华润橡树湾沿街商铺塌陷的问
题，会及时与华润橡树湾工程部进行沟通，并进
行现场勘察，查明原因后，将予以告知。

华润橡树湾沿街商铺

部分路面塌陷
华润置地回复须查明原因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石政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7月7日下午，淄博市人民政府

与中国航天第十二研究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在齐盛国际宾馆举行。

近年来，淄博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着力推进新兴产业倍增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
“铸链工程”，淄博高新区列入山东半岛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扎实推进。
中国航天十二院是中国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的发
源地，拥有中国航天领域首个国家级战略研究咨
询机构，科研力量雄厚，高端人才济济。近年
来，双方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淄博与中国航天

第十二研究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代连丽 刘肖宁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记者从淄博市扶贫开发

办公室获悉，为把好项目审核关，淄博产业扶贫
项目启动专家会审制，实行县级审批、市级审核
备案制度。

据了解，产业扶贫项目会审主要围绕五个方
面进行，邀请农工办、发改、财政、农业、林
业、农开办等相关部门业务骨干组成专家审核
组，对各区县提交备案的2016年度产业发展项目
实施方案集中进行会审。通过对10个区县提交备
案的516个项目方案逐个进行审核，最终给出备
案建议。对符合规定的项目实施方案给予备案，
对不完全符合规定的19个项目，将会审情况及时
反馈给区县。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方案的会审制，
进一步提高了项目方案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2016年，淄博市投入中央、省、市、区县专
项扶贫资金16724 . 7万元，策划实施产业扶贫项
目516个，项目覆盖474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
项目实施后，将有36713户，73283名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受益。

专家会审

516个产业扶贫项目

一 位６４岁 的 贫 困 残 疾 老 汉 ， 在 磨 难 中 挣 扎 半 生 ， 而 现 在
走 向 富 裕 的 他 正 信 心 满 满 ： 困 难 再 大 ， 都 熬 过 去 了 ， 幸 福
就 在 远 方 。 他 目 光 如 炬 ， 深 情 凝 望 着 眼 前 这 课 挂 满 着 青 油
油 果 子 的 猕 猴 桃 树 。

阅读提示


	2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