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洪涛
本报通讯员 王帅

“‘大厨进家’马上就过来收菜了，我这
5000多斤的西葫芦还没有准备好哩。”12月20
日上午，平邑县卞桥镇前东庄村贫困户刘守
存正在自家大棚里忙得不可开交，他顾不上
和我们多说，撸起衣袖就和贫困户刘克发在
大棚里忙乎起来。

刘克发每天过来帮着刘守存打理大棚，
采摘蔬菜，每月有1500多元的收入。

今年7月，刘守存通过政府扶贫补贴，承
包了3个大棚种植反季西葫芦，同时与“大厨
进家”电商平台签订了《蔬菜保价购销协议》，
将自家种的5亩大棚全部“承包”给了大厨进
家。“之前我都是到十多里之外的费县去卖
菜，价格也不稳定，现在有了‘大厨进家’这个
大客户，不仅收购价格有了保障，而且城里人
从网上一点就能订购我家棚里的蔬菜啦。”据
老刘估计，这3个大棚总产量可达十四万斤，
总效益可达十二三万元，脱贫致富很轻松。

据了解，“大厨进家”是一家将绿色蔬菜
从田间地头直接配送到居民餐桌的电商平
台，该平台把绿色蔬菜采摘基地建在平邑县
卞桥镇，与大棚种植户签订收购协议，以每斤
高于市场价0 . 1元的价格收购大棚蔬菜，并且
免费提供种子、生物农药、有机肥。目前，该平
台已与全镇9个村20个大棚种植户达成合作

关系，带动了24户贫困户就业。
无独有偶，在平邑县地方镇，集线上农产

品推广销售和线下农产品交易于一体的农业
互联网公司未来果园公司，也是实施“农村电
商平台+贫困户”模式，带动贫困户线下就业，
同时吸纳11名贫困户从事线上电商。今年1-9
月该平台通过线上销售农产品已达3500吨，
销售额2100万元，帮扶的98户贫困户，户均增
收4000多元。如今该平台已建成平邑县村级
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今年以来，平邑县投入5600余万元用于扶
贫攻坚，实施高效农业产业带动、专项扶贫资金
项目拉动、乡村旅游推动、金融扶贫撬动、电子
商务促动“五动工程”，保障脱贫措施落地生根。
目前，全县已建成优质农产品示范基地22个，标
准化养殖厂108家，农业观光园区15个，省级精品
采摘园10家，可带动6000贫困人口脱贫。全县“第
一书记”共协调争取各类资金5000多万元，引进
增收项目93个，任职村集体平均增收3万元，贫
困户人均增收1900多元。

平邑把电商扶贫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途
径，以成功创建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县为契机，
开展“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积极推广电子
商务新型营销模式，设立2000万元电商奖励
资金，重点扶持农村电商发展，实现“农产品
进城”和“网货下乡”双向流通。目前全县38个
重点贫困村基本实现电子商务全覆盖。2016
年1-9月，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实现15亿元，
同比增长52%。

依托临近蒙山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平
邑旅游扶贫同样搞得有声有色。推进九间棚、
曾子山、观音山、彭泉漫游谷、长山近郊休憩
带等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建设，先后争取旅游
补助资金510万元，建设旅游扶贫示范村5个，
可带动1824名贫困人口增收。该县温水镇丰
源村依托蒙山旅游区的区位优势，通过挖掘
丰源村农业资源、民俗资源、历史文化资源，
形成特色旅游产品，实现与大蒙山旅游的有
效互动。

为确保完成2016年2 . 4万人脱贫和32个重点
贫困村摘帽任务，平邑县织就了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的脱贫攻坚监管网络，成立了14个督导组，
每个督导组包一个镇街，进行“一对一”专项督
导，并将全县扶贫攻坚任务考核纳入科学发展
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对三级网格责任人，实行
同奖同罚机制，对工作不力或弄虚作假的，从包
扶领导到机关干部一并进行通报批评，纪检监
察部门按有关规定严肃问责。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郑军 田彬 董永 报道
本报齐河讯 “县里为俺们购买了大病

医疗补充保险，将来一旦患上纳入保险的30
种大病之一，就可以先行获得2万元理赔款，
不用再为前期治疗发愁了。”12月23日，齐
河县胡官屯镇孔老村贫困户孔凡吉说。

一直以来，重大疾病是导致农村家庭贫
困的主要诱因。据齐河县扶贫办主任张鸿翔
介绍，全县现有的8794名贫困人口中，因病
致贫的占66 . 2%，远超其他因素。齐河县创
新举措，建立起覆盖全县的“五位一体”医
疗保障体系，城乡居民因病致贫压力大大缓
解。

在将全县低保人口、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纳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大病保险的基
础上，齐河巧打“市场牌”，按照每人每年150
元的标准为其购买商业大病医疗补充保险。
其中，财政出资100元，中国人寿保险齐河支
公司捐助50元。“作为大型国企，应当带头履
行社会责任，争当扶贫工作排头兵。”中国人
寿保险齐河支公司经理王军说。目前，已完成
缴费，保单于12月17日正式生效。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齐河县财政共为全
县25294名贫困群众支付保费252 . 94万元，而
保险公司一年承保额达8 . 094亿元，发挥“四两
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同时，创新保险理赔方
式，采用先行赔付机制，弥补了此前各类保险

保障均为事后补偿的缺陷，打通了贫困人群
入院治疗“最后一公里”。

齐河还研究制定了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办
法，由财政注入资金，将精准识别确认的非低
保户贫困人口纳入民政医疗救助系统，与低
保户享受同等医疗救助政策。贫困人群患病
后，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大病保
险、大病医疗补充保险报销后的剩余合规费
用，再通过民政医疗救助。民政医疗救助作为

“兜底”保障，报销比例为剩余合规费用的
70%，有效缓解了贫困家庭就医难和因病致贫
的问题。据测算，一名初患大病的贫困群众，
如果医疗费用为10万元，逐项报销后，最终个
人仅需承担1800元。

该县还延伸医疗扶贫触角，将救助范围
扩大至普通群众。县财政每年拨付1 0 0万
元，并以慈善资金和社会各界捐助资金为补
充，设立“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全
县患有重特大疾病的普通群众（家庭收入总
和超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2倍、直系
亲属有救助能力而不给于救助等14种情形除
外），提出救助申请，经重特大疾病医疗救
助基金委员会按照《齐河县重特大疾病医疗
救助基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审核批准后，
给予适当救助，建立起全县农村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居民大病保险、商业大病医疗补充
保险、民政医疗救助、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基金“五位一体”的医疗保障体系。

平邑2000万元奖励基金激发“大厨进家”“未来果园公司”等一批电商新业态

菜农有了“大客户” 产业扶贫“接地气”

齐河“五位一体”医保体系破解因病致贫

10万元诊疗费个人只拿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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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桥 翟成新 报道
本报阳信讯 近日，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果菜产业质

量追溯体系建设年会暨第十四届中国果菜产业论坛”上，
阳信鸭梨喜获2016全国果菜产业百强地标品牌。这是继今
年1月16日“阳信鸭梨”成功入围2015年全国互联网地标
产品（果品）50强榜单，6月份得到非木质林产品认证以
来的又一殊荣。

阳信县大力发展鸭梨特色产业，目前已形成早、中、
晚不同时期成熟的56个梨品种。通过推行农业标准化，鸭
梨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该县还成立了鸭梨发展
合作社，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
业格局。

阳信鸭梨获全国果菜产业

百强地标品牌

□王竞成 姜雪峰 报道
本报荣成讯 荣成市林业局十分注重农村林业实用技

术人才培养，先后组织多名业务骨干，参加省内推介培训
会议，在泰安、肥城等地取经，系统学习掌握苗木市场行
情、新品种推介及栽培管理等先进经验。在此基础上，荣
成林业局在全市举办了多期林木种苗管理技术培训班、林
木选优培训班、林木病虫害防治专题培训班，为全市培训
农村技术骨干500人，提高了全市农村林业方面技术人才
的素质和水平，为荣成的林业发展增强了技术力量。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宋磊 唐琦超 报道
本报龙口讯 初冬时节，来到龙口市石良镇高家村，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高约3米的大型天然气锅炉供暖装
置，只见不同的热力管道从锅炉延伸出来，通向村里各家
各户。

“新上的这套设备让村民在这个寒冬不再遭罪。”石
良镇高家村党支部书记高子金说。据了解，这套150余万
元的实施安全、清洁的新型燃气集中供暖系统，是在龙口
市推行的“村企联姻”活动中，由当地企业恒通公司对高
家村定点帮扶的扶贫项目之一。

在高子金的引导下，记者来到村民赵翠兰家，赵翠兰
高兴地拿出温度计向记者展示，“现在我家的温度有23
度，比之前自己烧煤炉暖和多了。一个冬季下来，比自己
烧煤省了500多元，关键是再也不用担心煤气中毒了。”

“高家村安装的这套燃气锅炉供气设备，是国家倡导
‘煤改气’项目的产物，一个冬季下来，它在满足高家村
全村取暖需求外，能够减少排放65吨固体废弃物、5吨二
氧化碳、3吨PM2 . 5，不仅清洁了村居空气，也大大减少
了垃圾的处理环节和成本，真正做到了燃烧清洁、排放无
污染、操作便捷。”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东
介绍。该村目前也成为龙口市首个“煤改气”试点村。

荣成注重农村林业科技
人才培养

“煤改气”，
龙口小山村这个冬天不再冷

广告

□王洪涛 王
帅 报道

平邑电商平台
“大厨进家”目前拥
有 2 6辆配送箱货
车，已覆盖兰山、罗
庄、平邑等地区，每
天将新鲜蔬菜从地
头直接配送到市民
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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