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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杨龙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国家林业局公布了第二

批86处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名单，泰安市泰山林
业科学研究院申报的泰安市乡土观赏树种国家林
木种质资源库建设名列其中，成为全省5处国家
林木种质资源库之一。

林木种质资源是林木良种选育的原始材料，
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也是遗传多样性和生物
多样性的基础。林木种质资源库的建设和管理，
主要针对乡土树种、珍贵树种、经济树种、沙生
树种、名特花卉的种质资源进行重点收集、保
护、研究和利用，同时建立完备档案并不断更新
和补充新的种质材料。

泰安市乡土观赏树种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主要选址在市林科院罗汉崖实验林场，项目建设
占地450亩，其中核心区315亩、附属区135亩。实
验林场通过几十年不断地引种、培育和造林，保
存了十分丰富的珍稀种质资源，其中木绣球、元
宝枫、流苏、青檀、丁香、榔榆等6个树种是泰
山独特的乡土树种，目前在实验林场境内可以集
中连片生长。通过国家不断地加大投入，重点扶
持，这里将成为全国性的林木种质资源收集保存
基地、林木良种的选育研发中心、科学研究的合
作交流平台和科普教育的展示窗口。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徐玲 报道
本报新泰讯 11月4日，山东省测量标志动

态监管信息系统泰安地区培训班在新泰举办。山
东省地理信息中心测量标志科技术人员到会培
训，泰安市国土资源局及各县（市、区）局测绘
科负责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技术人员就测量标志动态监管信息系统的操
作流程向参会人员进行了演示，主要包括测量标
志点巡查录入、测量标志点巡查上报审核、测量
标志点迁建等流程，各业务科长现场进行了实机
操作。同时，参会人员就测量标志点管护工作相
关经验做法进行了互动交流。此次培训班，使各县

（市、区）局对山东省测量标志动态监管信息系统
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对系统的操作流程也更
加熟悉，为下一步促进测量标志数据更新和系统
使用及测量标志管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张 强 闫 超

制度扶贫“严”字当头

“俺家有五亩多地，以前种点花生、地
瓜，一年下来收入不足2000元，现在俺和媳妇
在茶园打工，年收入有5万多元。”马纪亮是
新泰市石莱镇北官庄村民，说起这两年生活的
变化，他乐得合不拢嘴。

2012年，得益于山东泰茶“良心谷”茶产
业生态示范园项目的引进，北官庄村将1000多
亩山林耕地全部进行流转，马纪亮也将自家的
1 . 5亩地流转给茶园，两口子在茶园打工，实
现了脱贫致富。

在马纪亮脱贫故事的背后，是泰安市各级
党委、政府的不懈努力和付出。今年以来，泰
安市委、市政府始终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全
市脱贫攻坚工作进展顺利、扎实有效。

脱贫攻坚战拉开序幕以来，市委、市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的决策部署，结合市情
和脱贫攻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
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扶贫开发工
作部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泰安市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规划》等政策文件。

“现在扶贫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奖
罚分明。”泰安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当前，泰安整个扶贫制度体系，最大的
特色就是‘严’”。

泰安将脱贫攻坚纳入科学发展综合考核，
逐级建立以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为“双组长”的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层层签订脱贫攻坚军令
状，实行市级领导同志包保脱贫攻坚工作责任
制，制定了《泰安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规
划》，将市委、市政府《意见》梳理分解成32
项具体任务，明确到76个牵头部门和责任部
门，形成了个个肩上有担子、人人身上有责
任、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

产业扶贫“特”字当头

位于泰山区省庄镇北部山区的亓家滩村是

省级贫困村，同时也是一个群峰环绕、俊俏静
谧的生态小村。

2014年以来，村两委结合当地实际，围绕
发展乡村旅游做文章。他们种植樱桃、板栗、
核桃等果树，搞赏花、采摘游。除了采摘，村
里还建起了一处视野开阔的写生基地和小别
墅，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学生和画家来此写
生。现如今，村里有了20多家农家乐，游客纷
至沓来。在外打工的村民纷纷回来，或自办农
家院，或开起采摘园，摇身一变成了小老板。

亓家滩村的扶贫“翻身仗”，是泰安产业
扶贫的一个缩影。泰安市组织市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26个牵头成员单位编制了28个脱贫攻坚专
项实施方案，对脱贫攻坚政策进行梳理细化实
化，形成了“1+28”脱贫攻坚政策体系。今年
已拨付市以上扶贫项目资金13145万元，其中市
财政安排专项扶持资金2550万元、比上年增长
4 . 1倍；实施市以上产业扶贫开发项目452个、
涉及487个村。

岱岳区、新泰市、肥城市、宁阳县、东平
县5个县（市、区）被确定为全省金融扶贫重
点县，安排风险补偿和贷款贴息资金2630万
元，可撬动金融信贷资金2 . 4亿元；目前已发
放扶贫贷款6878万元，其中向103户贫困户发放
“富民农户贷”资金472万元，向45家经营主体
发放“富民生产贷”资金6406万元，帮扶贫困
人口1666户。

按照“六个精准”的要求，聚焦“五个一
批”，因地制宜、因人施策，打好精准帮扶
“组合拳”。特别是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
的治本之策，发挥泰安现代农业基础较好的优
势，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造血扶
贫”推动“持续脱贫”。今年以来，新开工种
养加扶贫项目309个村、乡村旅游扶贫项目27个

村、光伏扶贫项目126个村、电商扶贫项目14个
村，惠及贫困户13859户。

“泰安的产业扶贫，‘特’字当头，充分
利用了泰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
彰显了脱贫攻坚的‘泰安特色’。”市扶贫办
负责人说。

易地搬迁“闯”字当头

“村里建起养鸡场，在这儿打工一个月挣
1700元，加上土地流转金、股金分红，生活一
点儿不犯难。”在东平县接山镇夏谢五村，贫
困户刘吉山说。

作为全省20个扶贫工作重点县之一的东平
县，这样的创富梦想每天都在发生。3 . 9万贫
困群众通过各种精准扶持途径，感受到满满的
获得感。

“俺70岁的人了，一分钱没花就住上了湖
景房，做梦都想不到！”家住老湖镇宋园村的
杜恒轩老人高兴地说。

杜恒轩乔迁新居，得益于该县移民避险解
困工程。东平有24 . 5万移民，其中4 . 6万人失去
土地，移民大多临湖而居，住房狭窄，人均宅
基地不足10平方米，是数量庞大的特殊贫困群
体。

打开贫困枷锁，首先解决安居问题。东平
县建设移民社区18个，搬迁村庄54个。目前，
一期7个社区已完工，部分群众乔迁新居，二
期4个社区正加紧建设，三期7个社区正筹备开
工。

据了解，东平县通过移民避险解困、易地
扶贫搬迁、黄河滩区迁建“三大工程”，将让
6 . 9万群众告别“穷窝”，向安居乐业幸福梦
迈出关键一步。

制订滚动计划 巩固提升成效 建立长效机制

泰安：脱贫路上不让一个群众掉队
◆银装素裹的泰山脚下，一场脱贫攻坚

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菜单式”志愿服务扶贫、“62116”

科技助推脱贫专项行动等经验做法在全省推
广；东平湖库区移民避险解困一期工程基本
完工，二期工程全面启动，黄河滩区居民迁
建顺利推进……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脱贫攻坚
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聚焦重点、突破难点，统
筹兼顾、整体推进，集中精力打好脱贫攻坚
战。脱贫路上，决不让一个群众掉队！”8月
30日，泰安市委书记王云鹏在全市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第三次成员（扩大）会议上说。

泰安市共有贫困村464个，省定扶贫标
准以下贫困人口14 . 24万人，其中国家扶贫
标准以下贫困人口7 . 23万人。全市制订了
“十三五”期间脱贫滚动计划，2018年，完
成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2019—2020年，巩
固提升脱贫成效，建立长效机制。

国家级林木种质

资源库落户泰安

测量标志监管系统

培训班举办

广告

□记者 刘培俊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主

要城市GDP增速排名出炉，泰安以GDP总值
2459 . 16亿元、9 . 4%的增速排名第31位，位列我省
第一。

今年以来，泰安着力抓好重点产业布局，从
抓落实的角度，在“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
方面调优布局，具体做好“一高三强两突破”工
作，为企业提供更优质服务，鼓励企业做大做
强，全力以赴抓好重点项目建设，带动了整个泰
安工业发展。

前三季度泰安
GDP增速9 . 4%
位列我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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