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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刘春梅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大姨，牛奶来了。”3月23

日早上7点多，在青岛市市南区莱芜二路16
号，80岁的独居老人李慧娴家的单元门对讲
机里，响起送奶工贾政熟悉的声音。

简单的几句话，对李阿姨来说却是每天
最温情的问候。“孩子们住得远，我一个人住
生活确实不太方便，尤其去年患了腿疾后，下
楼都很麻烦。小贾每天送完奶还会陪我聊聊
天，临走时帮我捎走垃圾，很暖心。”谈起她从
2010年开始享受到的市南区送奶探视服务，
李慧娴开心地说。

给李慧娴送奶的贾政今年52岁，虽已年
过半百，李慧娴却亲切地称他是送奶的“孩
子”。年前，贾政来送奶时听见老人咳嗽了几
声，第二天便捎来一袋梨，这让李慧娴很是感
动，“从那以后，他每天来都问我恢复得怎样，
很贴心，感觉就像是自家的孩子。”

谈起对老人的细心服务，贾政说了句“将
心比心”：“我父亲也是独居老人，所以我更能
体会他们的不易。通过送奶这份工作，跟老人
们相处时间久了，关系也挺好，都把他们当成
自家老人，能帮的尽量帮。”

为避免独居老人因长时间无人探视在家
发生意外，从2007年开始，市南区在全国首创

“送奶”探视居家养老服务，服务对象为住在
市南区且具有市南区户籍的60岁以上独自居
住和生活的老年人。

服务内容除了每天为老人送一袋奶外，送
奶工有时还会陪老人聊天解闷，了解老人的生
活需求和状况，并及时上报。至今已坚持了10
年，目前仍有5700余位老人享受着这一服务。

送奶探视只是市南区居家养老“六送”服
务的其中一项。自2007年开始，市南区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针对辖区内的独居、困
难、“三无”、低保等养老对象，已经形成独具
特色的送奶、送报、送家政、送爱心、送午餐、
送健康“六送”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同时，市南区还建起爱心服务送达电子
监管系统，避免漏送、不送或者配送不及时等
情况发生，并在结对帮扶的基础上，通过“电
子保姆”、“微信朋友圈”、“QQ群”等，为老年
人提供多样化服务。目前，青岛市市南区共有
8 . 8万名60岁以上老人享受“六送”服务，占老
年人口数的69%，每年财政支出约1200万元。

市南区民政局工作人员陈超透露，“六
送”居家养老服务，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养老服
务品牌，其服务内容也是不断地拓宽发展。今
后将根据不同老年群体的个性化需求，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更多的社会工作
服务项目，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

“六送”服务，送出了什么？
——— 探寻青岛市南区居家养老服务新举措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刘芳芳 李存建

3月17日，青州市高柳镇河道管护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潘洪升，像往常一样来
到辖区内的北阳河、茅津河两岸巡查。他拿
着巡查记录本，边看边写，哪里的河道需要
保洁，沿河绿化是不是该管护了，有没有非
法占用水域现象……都被他一一记录了下
来。这样的日常巡视他两三天就要反复一
次，一旦发现问题立即通知相关部门进行整
改，确保立查立清。

潘洪升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青州市统
一施行“河长制”，将河道全面纳入治理范围，
给境内每段河道都配上了“贴身保姆”。“以

前，沿村的河道经常被村民当成天然垃圾场，
加上部分工厂排污，河水污染严重。现在，村
村有了河道管理员，垃圾统一全部清运，还栽
植了很多水生植物，建起了水上景观，水生态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潘洪升说。

治理水污染，是青州多年来的工作重
点。2013年，青州市组织实施了消灭污水直
排、河道生态修复等生态环保战役。经过两
年的全面治理，青州市域河流水质全面消除
劣Ⅴ类，污水直排全部关停，实现了污水
“全收集治理、全湿地净化、全循环回
用”，再现了一城清水。

穿城而过的南阳河和绕城而行的弥河是
青州市水生态治理中实现“华丽变身”的代
表。现在，经过治理后的南阳河、弥河河水

清澈，周边林木青葱，已经成为市民漫步休
假的好场所，弥河更是往来游客度假休闲的
好去处。

有了成功的运作经验，2016年青州市又
将河道治理的“触角”进一步延伸，将流经全
域的弥河、大石河、淄河青州管辖段、北阳河、
茅津河、南阳河六条河流及河岸两侧20米范
围纳入全面治理范围。要求全面实现河道范
围内污水无直排、水域无障碍、堤岸无损毁、
河底无淤积、河面无垃圾、绿化无破坏、沿河
无违章建筑等“七无目标”。

为了确保“河长制”顺利实施，青州市实
行党政齐抓共管。市委书记担任“第一总河
长”，市委副书记、市长担任“总河长”，市级主
要领导担任各河道“河长”，沿河各镇、街道、

经济开发区主要领导担任辖区内河段的“段
长”，沿线各村主要领导担任村辖范围内河段
的“分段长”。水利、环保、农业、国土等相关部
门联合成立“河长制”工作办公室，各相关部
门及镇街通力配合，合力推进水生态建设。市
财政部门还将“河长制”管护资金列入财政预
算，针对重点河道、重点河段，专门成立管理
部门。同时，创新管理模式，实行河道管理物
业化，公开招标聘请专门的物业公司对沿河
水域及周边范围进行管护，起到了明显效果。

全面实施“河长制”以来，青州市共清
理河道150余公里，清运垃圾20多万方，关停
企业和拆除违章建筑70余处，渠道排污口50
余个，栽种树木2万余棵，全市水域环境得
到全面改善。

“河长制”成功运作一年

青州活跃着一群“河保姆”

□记者 任松高
通讯员 丛志超 报道
本报荣成讯 4月7日上午，全省首家股份

制产业扶贫合作社——— 益农果品种植扶贫专
业合作社在荣成揭牌。该合作社依托当地农业
龙头企业，采取按出资比例直接量化入股的方
式，吸引周边8个村、78户贫困户共同参与。

当天，十几户贫困户代表领到了崭新的股
权证。74岁的贫困户徐秀敏告诉记者，自己心
脏一直不好，常年吃药，有了这个股权证，不用
干活，每年跟着合作社分红，生活也有保障。

当前，贫困人口绝大多数是老年人、残疾
人或者常年患病者，他们缺乏技术、没有管理
经验，甚至丧失了劳动能力，项目难找、资金难
寻、效果难持久是产业扶贫过程中普遍面临的

“三难”问题。为了破解这些问题，荣成市探索
建立股份制产业扶贫合作社，改变以往产业扶

贫项目对贫困户“只分红不入股”的收益分配
模式，实现贫困户收益与产业经营效益直接挂
钩，每个贫困户都能获得“入股分红+务工薪
金+耕种收入”三份收益。

合作社实行股份制，在股权构成上，78户贫
困户以华峰果业三产融合发展试点项目资金40
万元入股，每名贫困户量化股金5128元，共占股
15 .4%。发起人华峰果品以38亩建成两年的苹果园
及部分资金入股，共计220万多元，占股84 . 6%。40
万的政府扶贫资金，撬动的是220万的社会资本
参与扶贫，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金的作用。

华峰果业作为大股东，对种植基地实行统
一经营管理。公司负责人岳建东表示，成立扶
贫合作社既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又可
以实现企业和百姓的双赢，果园优先雇用贫困
人口进行管理，达到盛果期后每户贫困户每年
分红近3000元，让贫困人口长期有收益。

40万扶贫金撬动220万社会资本
荣成成立省内首家股份制产业扶贫合作社

□任松高 报道
4月7日，我省首家股份制产业扶贫合作社在荣成市揭牌成

立。图为揭牌仪式现场，老人展示自己刚刚拿到的合作社社员
证。

广告

□记者 董卿 从春龙
通讯员 高林 韩乃栋 报道
本报蓬莱讯 “半年出工27次，总共

1080元。”蓬莱市潮水镇六十堡村贫困户葛
廷国，这辈子头一次领到“工资”，心里乐
开了花。75岁的葛廷国身患胃癌，10多万元
的手术费让全家塌了天，2014年经过精准识
别，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在第一书记
吴国生的帮助下，成为村里的保洁员。

贫困户变身保洁员，想法虽好，但对于
一个从来没有集体收入的贫困村，这笔钱哪
来？“从太阳身上赚！”吴国生指着葛廷国
家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去年村里成立
光伏能源有限公司，运营装机容量55kW的
光伏发电项目，每年能给村集体带来七八万
元的收益，这笔钱全部用于扶贫开发。”

光伏发电，让六十堡村的8户20人全部

脱贫，集体收益也超过3万元。试点成功
后，其他贫困村纷纷取经，10多个无集体收
入的贫困村尝到了甜头。据统计，2016年蓬
莱市有1080户1774人摆脱了贫困线。

“日子好过了，村子漂亮了，这一年的
变化赶上过去30多年！”葛廷国对村里的变
化连竖大拇哥：几十年的泥土路硬化起来，
留不住水的山沟沟里修起了塘坝，两委大院
办公场所、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基础条
件的改善效果立竿见影，也树立了咱在老百
姓心中的威信。”葛廷国说。过去一年，蓬
莱市投入近5000万元对40个省定贫困村的基
础设施进行改造，因地制宜改善道路交通、
引水灌溉等条件。

“那是春节前刚建起来的食用菌种植大
棚，现在蘑菇已经进市场了。”村党支部书
记葛运杰手指3个温室大棚说。“一个棚至

少出5斤菇，按批发价每斤2块5算，去掉5块
钱成本，每个棒净赚7块5，一个大棚2万个
菌棒，一季下来毛收入15万元。”葛运杰掐
指细算。

村里以自愿入股的形式成立了种植合作
社，将技术、管理、销售等环节统一起来，
所得收益按入股比例分红。“蘑菇的管理、
采摘等用工优先吸纳贫困户。”吴国生还打
算带着村两委到外地考察学习，将种植范围
扩展到香菇、杏鲍菇、灵芝等菌类，并以技
术入股的形式引进先进种植技术。

山下种蘑菇，山上跑山猪。沿着村里新
修的水泥道上行，只见一处名为“佰牛山”
的生态养殖场，80多头跑山猪撒欢儿奔跑。
“白天放养，晚上入宿，吃的是自家种的玉
米，喝的是纯净的自来水，市场价在每斤40
元左右，而且供不应求！”葛运杰说，养殖

场也是以合作社形式自愿入股、收益分红，
近期准备再投入20万左右引进猪仔扩大规
模。

好的产业项目，激活贫困村的“造血功
能”。去年，蓬莱市把产业发展、项目带动
作为脱贫致富的根本，有针对性地启动光伏
发电、特色种植、生态养殖、旅游开发等56
个产业扶贫项目，投入资金2800多万元，解
决了贫困村奔富路上的燃眉之急。

由脱贫走向致富，六十堡村的新谋划
已经悄然实施。“我们已在城里各大型超
市设立‘第一书记扶贫专柜’，整合所有
贫困村的特色农产品，打自己的品牌统一
销售。”吴国生介绍，今年将借助合作社
模式，发展乡村旅游经济，通过开展农户
家中特色体验、生态农业采摘等进一步带
动增收。

山下种蘑菇 山上跑山猪
蓬莱六十里堡村产业扶贫一年激活“造血功能”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刘长春 胡克潜 报道
本报汶上讯 2017中国汶上宝相寺太子灵踪文化旅游

节4月8日开幕。当日，30家旅行社2万余名游客相聚佛都汶
上，虔诚祈福。令人高兴的是，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一次大
型的捐款活动，共募集捐款458 . 6万元，专项用于救助失学
儿童、困难家庭。

“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佛
家倡导的精神。” 山东汶上宝相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姬广岩说，以太子灵踪文化旅游节为契机，开展“祈福
宝相爱心捐助”活动，是为了搭建公益慈善事业平台，凝聚
社会慈善爱心。活动现场，汶上县党员干部群众、23家爱心
企业、3位爱心人士和3个公益机构共捐款458 . 6万元，所有
善款将用于救助当地失学儿童和困难家庭。活动呼吁大家
共同行动起来，发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关心
和关爱社会弱势群体，伸出援助手，共建和谐社会。

据了解，除了文化旅游，汶上县还将在活动期间举办商
贸等活动，借助文化旅游节，集中推介并签约一批工业、农
业、服务业等重点项目，形成节庆综合带动效应。

汶上：文化节上
募集扶贫款458 . 6万元

□记者 刘磊 马景阳 通讯员 张嘉仪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到老人家中谈心聊天，走进街巷社区清

洁家园，来到社区广场修理家电……在淄博市张店区和平
街道有这样一群党员，他们从点滴小事做起，从细微之处服
务居民，组成了“和平先锋”党员志愿服务品牌队伍。

“每次志愿服务内容都不一样，每次都给我们带来惊
喜，感觉就像一个固定的活动一样，让我们的周末生活更加
多彩丰富了。”4月8日，城西社区居民张翠云吃过早饭就来
到社区广场与街坊邻居一起等待活动开始。

和平街道现有党员志愿服务队69支，党员志愿者683
人，年度开展活动200余次，服务居民近16000余户，在创建
文明城市、治理违章建筑、走访困难群众等重点工作中发挥
了突出的作用。

今年以来，和平街道广泛整合辖区各类资源，通过建立
“1+2+9+X”组织架构，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建立党员志愿
服务总站，设立指导中心和培训中心，在辖区9个城市社区
分别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组建若干党员志愿服务队、志愿
服务驿站、志愿者沙龙。“和平先锋”每周都活跃在社区居民
身边，每个社区党员志愿服务活动都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和
相对固定的服务项目，原则上每周六上午9：00至11：00，党
员来到居民身边集中开展党员志愿服务。

为了适应居民们的生活需求，丰富活动内容，“和平先
锋”创新思路打造“4+X”的党员志愿服务项目模式，力促党
员志愿服务实现项目化发展。各社区的党员志愿服务站长
期固定了民生、环境卫生、治安、文艺4项志愿服务，同时结
合居民需求、社区实际和党员志愿者的特长，组建了多支特
色党员志愿服务队，围绕文明创建、家政服务、帮扶困难群
众、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重点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必须要在活动开展上花心思，着重在解决群众现实困
难中推进志愿服务工作，在丰富居民生活上充实内容。”佳
和社区社区工作者赵晶介绍。

同时，和平街道还调动不同领域工作力量、专业人
才、服务团队、设施设备等各类资源，与区域化党建、在
职党员到社区报到等多项任务相结合，让志愿服务场所遍
地开花、“小红帽”“红马甲”身影随处可见，使党员志
愿服务符号更突出、精神更鲜明、品牌更响亮，“哪里有
困难，哪里就有党员志愿者；哪里群众最需要，党员志愿
者就出现在哪里。”张店区和平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李
宗岫说。

“小红帽”“红马甲”
“和平先锋”在行动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薛海波 潘笛欢 报道
本报嘉祥讯 “这张扶贫电子卡里有600元，以后想买什

么生活用品可以来爱心超市，我们保证这里的东西绝对比外
面更便宜，质量也不差。要是身体不方便，就打电话和我们联
系，有志愿者给你送货上门！”4月8日上午，嘉祥县老僧堂镇瑞
祥社区服务中心外，社区工作人员耐心地为前来参加活动的
贫困户解释扶贫电子卡的使用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

“老僧堂镇精准扶贫爱心超市”在当天上午正式营业了，拿到
卡的贫困户们乐呵呵地在超市选购所需物品。

61岁的贺介顺十几年前因事故失去左腿，一直靠救济
和低保维持生活。“这两年政府对贫困户的帮助很多，这次
又给了爱心卡，帮扶也是越来越细了！”老人笑着说，“超市
没有的就告诉志愿者，他们会重新采购，很贴心。”

为什么开办爱心超市，副镇长张秋兰解释，以往过年过
节走访贫困户就是米面油，东西送去了却未必是对方需要
的。现在每户贫困户给一张爱心卡，需要什么买什么，符合
精准扶贫的理念。“前期我们发动社会各界众筹资金和衣
物，得到热烈响应。”截至目前，爱心扶贫超市已联系帮扶单
位23家，筹集善款2 . 4万元，募集衣物、棉被4000余件，全镇
407户789名贫困群众可从中受益。

为确保超市运行正常，每周末都会有三四名志愿者值
班，负责货物登记、刷卡、分拣整理捐赠衣物等工作，志愿者
协会已吸纳青年干部、学校教师21名。平时超市也随时接受
爱心捐赠。

爱心超市
助力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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