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刘长春 胡克潜
记 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汶上讯 “这是玉米螟、这是叶
蛾、这是金龟甲、棉铃虫，还有很多我也叫
不上名来。这些虫子都是从田里太阳能杀虫
灯上清理回来的，这几天就收了20多袋，有
六七百斤。”8月3日下午，汶上县次丘镇东
温口村45岁的田间巡护员刘吉田，一边拨弄
着袋子里的田间害虫，一边感叹着杀虫灯的
效果“霸道”。

为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解决大田作物
害虫问题，汶上县投资80多万元在50万亩粮
食高产示范区创建汶西、汶西南片区安装了

317盏频振式太阳能杀虫灯。新安装的太阳
能杀虫灯采用物理诱杀方式，以太阳能电池
板为电源，利用害虫的趋光性，引诱害虫扑
向外配高压钢丝网的光源。“现在是玉米授
粉的关键期，高温高湿的天气又是害虫高发
期，往年都要一遍遍地打药。今年安装了太
阳能杀虫灯，喷药次数比去年少了一半，省
钱又省力，杀虫效果也非常好。”次丘镇种
粮大户刘宪礼对记者说。

“我们对太阳能杀虫灯实施线上线下一
体化管理，线上由管理员通过互联网在远程
智能控制系统上对杀虫灯进行24小时监控，
可以随时掌握杀虫灯的工作状态，做到管理

全天候、无缝隙、无死角。”汶上县植保站
站长田延坤介绍。

为打造绿色高效生态农业，汶上县加大
对农业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县里开展了农业
科技展翅行动，突出物理技术优先和信息技
术优先，集成示范推广了一批粮食绿色增产
技术模式。同时实施粮食作物主要病虫害专
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技术推广、农
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补助、农企合作共
建示范基地建设等项目。在粮食作物全生育
期全程实施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理化诱
控、科学安全用药等措施，有效控制了粮食
作物病虫危害。

目前，汶上县50万亩粮食绿色高产创
建示范区的病虫害统防统治率达 5 0 %以
上，农药施用量较3年前降低30%，防治效
果提高5%。全国2016农药安全科学使用技
术培训活动和山东省农企共建麦田病虫害
防治用药示范现场观摩会也相继在汶上举
行。“安装太阳能杀虫灯只是汶上粮食绿
色增产模式的一个方面。我们全面启动了
绿色增产模式攻关，落实绿色增产各项措
施，走出了一条依靠科技、主攻单产、绿
色增长的粮食可持续发展之路，努力实现
粮食持续稳产高产优产。”汶上县农业局
副局长陈建强说。

□记者 董卿 隋翔宇
通讯员 张海庭 刘钧坤 报道
本报烟台讯 “现在我们每个村都有卫

生室，每户都有自己的签约医生，老百姓看
个病、拿个药非常方便。”近日，记者在烟
台市牟平区龙泉镇卫生院采访时，该院负责
人介绍说，该镇通过划片进村的方法，推进
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实
现了全镇60个自然村户户有自己的签约医
生，辖区22622名村民人人都有自己的健康
档案。

在牟平享受到基层医疗“福利”的不只
是龙泉镇的居民，还有全区其他镇街的农村
群众。近年来，该区推进基层医疗机构建
设、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和乡村医生签约服
务，全力打造15分钟农村医疗服务圈，基本
实现了乡村医生服务全覆盖。

近两年来，该区以镇街为单位，不断加
大建设力度，累计投资1200多万元，对全区
实施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重新进行规划设
计改造，实现了诊断室、治疗室、药房、观
察室、值班室“五室分开”和通水、通电、
通路、通电话、通网络“设施五通”。“目
前，区内村级卫生室常用诊疗、急救设备、

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设施均已配齐配全。”
牟平区卫计局负责人表示。同时，按照“落

实政策、搭建网络、建国医堂、强化能力”
的工作思路，深入实施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

工程，现在全区已建成标准化的国医堂4
所，其他的镇街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正在加紧推进建设。

在提升农村医疗队伍的质量和结构上，
该区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将40
多名基层优秀医务技术人员派到上级医院进
修，参加短期学习班，并不定期聘请全国知
名院校教授来牟平讲学，对医技人员进行全
方位培训。今年以来，该区共举办各类培训
班20多（班）次，镇（街）卫生院骨干、乡
村医生参训率达100％。“我们还采用‘1+
2’三级培训模式，利用三年时间对全区382
名乡村医生进行带训，确保每名医生至少掌
握两项中医药适宜技术。”该区卫计局负责
人说。

牟平区积极开展乡村医生签约服务，组
织全区镇（街）卫生院骨干医生、护士、乡
村医生组成签约服务团队与农村（社区）居
民家庭签约，乡村医生作为直接签约人，以
老年人、孕产妇、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特
殊人群为重点，向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评估与咨询服务和特
殊便民服务。目前，全区乡村医生签约服务
人数26 . 6万人，签约率达93 . 6%。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郗文娇

夏日炎炎，东庄清凉。地处深山的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
东庄村的105岁老人肖玉玲日前有了新身份：成为该村东福来
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的“股东”，交上5000元钱作为闲置房屋
修缮基金，当年就可以从合作社里领取500元至1500元分红。
到重阳节，她就能搬进村里的养老院里享受免费养老。

这一切得益于东庄村以房养老的新模式。
东庄村是省级贫困村，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近

年来，年轻人陆续外出打工。留守村民中，几乎都是60岁以
上的老人，其中70岁以上的老人达40人。但该村生态资源丰
富，山顶绿树带帽、山腰林果缠绕、山底花草遍野，有绵延
十里的“绿色画廊”，是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

怎么把东庄村的美景推介出去，让村民们增收呢？村党
支部书记韩吉强在思考。

有的独居老人一个人拥有三套房子，造成大量房屋闲置。
对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来说，房子是他们唯一的资源。韩吉强
想，何不把这些房子修缮利用起来发展乡村旅游，既盘活了闲
置资源，又能让村民增收致富，一举两得？

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和党员大会，在征求群众意见的
基础上，东庄村成立东福来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将闲置的
房屋流转到合作社，修缮后对外出租经营，贫困户把房屋以
出租或入股的方式交给村里统一评估、统一修缮、集中经
营，共同致富。并建立养老院，把70岁以上老人和残疾人集
中安置免费供养。

以房屋入股的村民，对于经济困难家庭，房屋由合作社
统一出钱修缮、对外出租，发展乡村旅游，前五年村民没有
受益分成；第五年至第七年，东庄村与村民按照收益的六四
分成；第七年至第十年，东庄村与村民按照收益三七分成；
十年以后，房屋交还村民，收益全部归村民个人所有。对于
急需用钱的家庭，东庄村一次性支付村民20年租金，村民以
房屋入股，由合作社募集资金修缮。

房屋修缮资金如何筹集？东庄村独创“长者社员制”，吸引
乡贤及老人入股，募集资金。全村17位乡贤每人出资2万元，前
三年这笔钱免费用于修缮房屋，3年后作为乡贤入股合作社的
股金，按股分红。村里20位7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出资5000元

“入股”，每年分红500元至1500元。共筹集44万元资金，成为修
缮中的15套房屋的本金，免去了合作社到银行借钱的难处。

今年3月，东庄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和党员大会，公布
了以房养老政策。82岁的韩克忠和72岁的杨俊玲老两口全部
报了名，两人交了1万块钱入股，还把自家房屋交给村里集
中规划。“5000块钱存银行，每年只有100来块钱的利息，入了
股就有分红，还能免费搬到村养老院住，有人照顾不说，冬天
取暖的问题也解决了，生活更方便了。”杨俊玲说。

在一户改造完毕的院落，记者看到院里是东庄村特有的
香椿树，房间里有水冲式厕所、电热水器、厨房等设施。“目前
已完工15套，还有15套正在改造中，预计8月份完工。”韩吉强
说。我们计划改造60套闲置房屋发展农家乐，项目建设后，可
实现年接待能力9000人次，预计实现旅游收入72万元，户均增
收7000余元以上。同时，占地3亩可容纳50人的养老院正在装
修，全村70岁以上的老人估计重阳节后就可以免费入住。

东庄村的

以房养老脱贫试验

安装了太阳能杀虫灯，喷药次数比去年少一半

汶上：300余太阳灯“照亮”绿色农业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王海政 报道
本报威海讯 乔廷泽是文登师范的一名

退休教师，一直热心慈善，多次捐款。他曾在
1995年将自己省吃俭用的10万元捐赠给希望
工程。如今，他又成立了威海市文登区首个个
人冠名的慈善基金———“乔廷泽爱心基金”，
首笔启动资金6000元，以后每季度注入资金
6000元，用于救助因病致困致贫的家庭。

在文登，慈善并不是企业或成功人士的
“专利”，文登通过不断丰富和深化“君子
之风·仁孝文登”的道德文化内涵，让植根
于每个人心中“善”的种子萌发出巨大能
量，乐于助人、乐做善事成为人们生活的

“新态度”。
爱心企业家是慈善事业的主力军。由43

家企业于2014年8月共同发起设立的威海南
海爱心基金是威海首支非公募基金，现在
基金总额达9000多万元，主要行使救助、
资助、奖励三大功能。去年5月份，由文登
森鹿制革有限公司独家捐资1亿元原始基
金 ， 成 立 全 省 首 个 “ 亿 元 非 公 募 基 金
会”，每年利用原始基金产生的利息和投
资收益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对文登辖区内
大病患者、品学兼优的贫困中小学生、特
殊困难群众提供救助。今年6月1日，山东
东海塑胶有限公司与设立了“东海关爱基
金”，公司将从今年起至2025年，每年捐

赠10万元，救助文登贫困中小学生和奖励
品学兼优学生。

慈善没有门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施
善者。从2004年开始，文登每年组织开展
“慈心一日捐”活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踊
跃参与，累计募集社会各界各类善款1 . 2亿
元。除了捐款捐物之外，文登大力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围绕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根据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每季度收集发布群
众需求清单和志愿服务事项清单，使志愿
者、服务对象和活动项目有效衔接，推进志
愿服务活动在文登规范化、常态化开展。现
在，文登有各类志愿者团体组织97个，注册

志愿者达到4 . 8万人，城区人口中每4人就有
1名志愿者。

文登慈善事业之根不断扎向基层，一个
覆盖区镇村三级的慈善网络依然成型，区级
设立慈善总会，并设立了17个镇级慈善分
会，745个村级慈善工作站，全区单位会员
发展到68个，个人会员发展到352个。文登
在募集和使用善款时，全程通过媒体公开，
同时将募集情况通报慈善理事单位，并邀请
审计部门对慈善资金收支情况进行专项审
计，接受社会监督。文登还从慈善理事单位
和群众代表中聘请了35名社会监督员，专门
监督审核慈善救助名单，检查“慈善账”，
让慈善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门槛越来越低 监管越来越严

文登：做慈善成为生活“新态度”

牟平打造15分钟农村医疗服务圈
全区乡村医生签约服务人数26 . 6万人，签约率达93 . 6%

□隋翔宇 报道
牟平区大窑街道西吕格庄的签约医生刘志厚在为村民进行相关检查。

□傅成银 董丽 报道
本报鄄城讯 近日，几万只菌袋在鄄城县大埝镇冀庄村

西的田地里依次排列，整齐划一，乌黑的木耳从菌袋里钻出
来，惹人喜爱。这块10多亩的黑木耳是由冀庄村返乡能人崔节
义种植经营的。近年来，鄄城县不断优化创业环境，吸引众多
在外成功人士回乡创业，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两年前，在北京闯荡的崔节义回到家乡创业，他种植了10
多亩黑木耳并获得了较好的受益。2015年，崔节义联合周边群
众在冀庄村建起了鄄城县凌翔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并建
有高温杀菌锅炉、密封接菌室7个，年生产菌袋200万袋，为群
众提供就业岗位100多个，目前已解决17户52人的脱贫问题。
董口镇农民工李志超回家乡创办了众维电子有限公司，安置
了数百名农村妇女。现在，李志超又增开了4家加工厂，每个工
厂安排从数十人到百人就业。

鄄城县采取引导、扶持和激励措施，鼓励农民工、大学
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帮助他们开发特色资源，发
展优势产业。

鄄城“返乡能人”

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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