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6月2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刘田

电话:(0633)8781581 Email:dzrbrzxw@126 .com 扶贫 23

□ 本 报 记 者 罗从忠
本报通讯员 钱玉军 朱庆鹏

互助养老蹚出脱贫新路子

本着“贫困妇女就业不离村、贫困老人养
老不离家”的原则，五莲县优先安排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妇女作为护理员，照顾贫困失能老
人，实现了互助养老扶贫。目前，在85个开展
互助养老扶贫的村居中，共有211名贫困妇女
村内上岗，426名失能贫困老人在家得到悉心
照料。

6月21日，在洪凝街道西庄村的村食堂，
崔恩兰、王祥俊两位护理员正忙碌地揉面、蒸
馒头，这是他们每天的工作。通过为贫困老人
做饭洗衣、清理卫生，每人每月可获得收入
600元。今年49岁的崔恩兰，身患糖尿病、高
血压等多种疾病，丈夫又患有股骨头坏死，俩
人都不能外出打工，家庭生活捉襟见肘。自从
有了这份工作，一家人的基本开销有了着落。

在高泽镇黄龙汪、松柏镇北山前、洪凝街
道红泥崖等村，像这样受惠于互助养老扶贫的
例子还有很多。

为解决资金问题，五莲县按照“县里拨一
点、镇里拿一点、村里出一点、社会捐一点”
的原则，探索形成了政府购买服务型、扶贫项
目收益型、村集体经济保障型、公益性岗位支
持型、社会爱心捐赠型、综合资金投入型等多
种不同类型的资金筹措模式，确保互助养老扶
贫长效运行。目前，全县已通过“慈心一日
捐”等方式募集资金86万元，以奖代补奖励给
先行试点的28个村。

电商服务拓宽扶贫新渠道

五莲县属林果大县，农特产品资源丰富，
贫困户多以种植林果谋生，以往沿街叫卖的销
售方式，产品销不出去，价格提高不了，仅能
换取微薄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

为改变这一局面，五莲县借力电商产业发
展势头，积极探索“电商+经营主体+贫困
户”的扶贫模式，在全县按照东中西三个板
块，分别召开电商下乡扶贫对接会，组织电商
公司、微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贫困村、贫
困户对接，优先收售贫困户的樱桃、苹果、
桃、板栗等林果产品和小米、地瓜、煎饼等乡
村特产，以线上销售带动线下脱贫。

樱桃季期间，五莲众普利公司、京东五莲
特产馆、日照市山水电子科技等电商公司和顺
丰、EMS等快递公司在松柏、叩官、户部等
乡镇的樱桃种植基地设点，现场采收，并承诺
优先收购贫困户的樱桃。日照莲创优服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专门在高泽工业园租赁一处仓库作

为樱桃打包发货处，以每人每天80元的工资雇
用当地14名贫困户进行打包。据悉，仅刚刚过
去的樱桃季，就通过电商平台为贫困户销售樱
桃8万斤，实现增收120万元。

为提高贫困户自主脱贫的能力，五莲县还
通过加大培训力度，积极培育贫困户通过发展
电商产业，主动脱贫致富，分别在洪凝街道红
泥崖村、石场乡岳疃村等开展电商扶贫专题培
训班4期，培训贫困户200人。目前，全县参与
电商扶贫的贫困户有660户，直接从事电商、
微商的贫困户160户。

通过电商带动，今年，五莲大樱桃、梨、
小米等的价格普遍高于去年20%以上，其中大
樱桃价格同比上涨超过60%。“虽然还不是很

明白电商那些道道，但是俺知道，俺家樱桃今
年成了抢手货，全是托了这个电商的福，不光
直接上门收购，利润也比往年翻了番，可解决
了俺和老伴吃药看病的费用问题。”松柏镇刘
家南山村的贫困户刘方贤笑呵呵地说。

乡村旅游筑起富民“聚宝盆”

五莲山区丘陵面积达86%，贫困人口多集
中在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山区，而这些地区
又是五莲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也是发展
乡村旅游的黄金地段。如何盘活山水资源，让
贫困户摘下穷帽子？搞活乡村游势在必行。

五莲县立足生态优势，全面加快旅游富县

步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引导黄崖川、刘家
南山等贫困村的贫困户从事采摘游、农家乐、
民俗游，推进一三产业融合，将林果产业优
势、绿水青山生态资源优势转变为旅游经济优
势。

同时，围绕松柏樱桃、户部宰相湖、中至
桃花、管帅温泉、汪湖苗木、石场狩猎等主
题，打造了一批旅游特色项目，优先吸纳景区
所在村庄的贫困群众参与旅游业实现增收，让
贫困户不出村就能实现收入，彻底拔掉穷根，
增强造血功能。

叩官镇大槐树村在村头建起旅游度假区，
发展丰水梨采摘园，优先安排村里10多名贫困
村民打工挣钱，年人均增收1万元；龙潭湖旅
游度假村借势易地扶贫搬迁，做好“旅游扶
贫”规划，引导贫困户发展农家乐饭店，让贫
困户不仅搬出穷山沟、住上小康楼，而且迈上
致富路、扶出新生活……

2016年以来，全县乡村游接待人数达324
万人，实现收入达1 . 7亿元。其中，贫困人口
通过在家门口参与旅游业实现收入500多万
元，“旅游扶贫”的生动画卷正徐徐展开。

脱贫养老不出村 就业顾家两不误
五莲县创新措施让贫困劳动力家门口就业

在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并不缺乏劳动能力。然而，他
们要么年老体弱，不便离家；要么居住偏远，就业无门。为了让这部分人
走上脱贫致富之路，五莲县立足本地特色，通过推广互助养老、开展电商
服务、发展乡村旅游等举措，构建起贫困人口“就业不离村、顾家两不
误”的扶贫新格局，赢得了广大贫困户的交口称赞。

□ 本 报 记 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王祝君

岚山区高兴镇驻地西北方向4公里，一座
体量不大的山头坐落于此，山因其上的寺庙而
得名望海寺山。山的阳面依山就势、错落有致
地分布着大小两个片区。北片区70户，南片区
180余户，并称小屯村。

“别看我们叫小屯，隔壁是大屯，论历史
我们悠久得多，听村里老人说小屯始建于明朝
洪武年间。”村党支部书记左家友自豪之情溢
于言表，“对了，你们进村路过的水泥路很舒
坦吧。”

左家友的一席话，让记者努力回忆着十几
分钟前途经的那条路：平坦整洁的水泥路面一
头连接青赵线，一头通向小屯村；两侧土质路
肩上，刚栽植的小树苗稀疏笔挺、随风摇曳；
六米宽的路面由中间四米、两侧各一米的三整
块组合而成。

初进屯子，始见左家友，为什么他对一条在
记者看来并不阔气的村村通如此“情有独钟”？

路的背后，是辛酸的过往。原来，作为典
型的山区村、偏远村，小屯村民去趟镇里需绕
道十几里，交通瓶颈成为影响群众出行、制约
集体发展的首要因素。“村民有怨言，村里也
并不是没想过办法。”谈及破解之道，任上18
年，如今已愈古稀的老支书左家坤坦言。

1982年，当时包括小屯在内的三个村集资
8万余元修路。为节约工程成本，村里的青壮
年都成了义务工。开工当年，一条长550米、
宽3 . 5米，群众口中的“生产路”便竣工通
车。一时间，村民欢欣鼓舞，除正常通行，闲
暇时间也爱跑到路边站站，“小屯终于有‘出
路’了，瞅瞅心里也觉得高兴。”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规划缺乏专业指导，
对使用强度估计不足，路面很快“分崩离
析”、坑洼不平。狭窄的道路，加之年久失
修，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本村村民受伤，就
到村委会讨说法、要赔偿，质疑为什么不修
缮。”村民韩正明告诉记者。为修路早已掏空
家底的几个村集体，心有余而力不足，道路修
缮一拖就是多年。

转机在去年8月份“姗姗而来”。“多亏
了陈书记，不然这块心病我可能会带到土里
去。”左家坤感慨。

“陈书记”叫陈家亮，是日照市委组织部
老干局干休所副所长，去年6月份被派驻该村
担任第一书记。“与高兴镇有缘，两年前就在
小屯南侧2公里的安家湖干，现在又到了这
边。”陈家亮说，“一把年纪了，一来再发挥
下余热，二来为群众干点实事。”

要想富，先修路。陈家亮将促脱贫的“第
一板斧”指向了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怎么修，
按什么标准打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钱是
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向干休所汇报后，“娘家”一把拿出10万
元启动资金。借高兴镇打造“乡村旅游线路”
的东风，陈家亮又多次沟通协调，将项目成功
纳入篮子，争取到一事一议资金13万元。

怎么修，破旧立新还是修修补补？陈家亮
与村班子精打细算：破旧立新，需将原路面、
路基全部推倒重来，机械费、人工费不菲，本
已拮据的资金很可能入不敷出。于是，陈家亮

请来做工程的朋友，反复论证，最终敲定在原
道路东侧1公里处新建出村道路，并按照30年
使用年限高标准打造。

说了算，定了干。8月中旬破土动工的道
路，9月底就实现了竣工通行。然而投入使用
不足一月，陈家亮很快又发现了新问题。

当初，出于资金考量，6米宽的路基上，
只修建了中间4米的硬化路面，水泥路沿距两
侧绿化带各空出1米土质路面。雨水大的季
节，会车时轮胎很容易陷入其中，造成“趴
窝”，并且泥土会被携带到硬化路面上。“咬
咬牙，想想办法，不差剩下2米了。”陈家亮
再次踏上“化缘”之路。

780米长的道路，两侧各1米，1560平方米
的道路硬化资金不是小数目。陈家亮想到了岚
山区交通局，多次登门拜访，争取到13万元的
扶持，凑齐了修建两侧道路的最后一块资金
“拼图”。多年的交通束缚，一朝挣脱。

一个小村落、一条民心路、一位第一书记。
身挑抓党建、促脱贫的政治任务，驻村工作该从
何处着手？小屯村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那屯 那路 那人

□记 者 丁兆霞
通讯员 乔祥明 刘艳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感谢咱区的扶贫政策，为
我们贫困群众办理了脱贫小康意外保险，使我
得到了7万元的意外伤害赔偿款，要不然真不
知道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日前，东港区香
河街道后山前村贫困户徐方义将一面写有“情
系百姓·扶贫帮困”的锦旗送到了区扶贫办表
达感激之情。去年腊月二十三的一场意外大
火，给徐方义带来了重大损失，脱贫小康意外
保险，让他一家重新看到了希望。

充分发挥产业、金融、行业的助推作用，
去年以来，东港区创新作为，“广角”发力，
多手齐抓，逐步形成了以特色产业发展引领、
经营主体带动、小额信贷助推的“精准滴灌”
模式，并坚持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将金融扶
贫与产业优势结合，让金融服务更符合贫困人
群的需求，构建起金融扶贫长效机制。先后为

39个产业项目购买保险，为4020户贫困户发放
贷款2 . 03亿元，为567名贫困群众办理失地农
民养老保险，3163个贫困户实现了精准脱贫
“摘帽”。

“产业扶贫”，发挥资金“造血”功能。
今年省、市、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实际到位
4357 . 15万元，为扶贫攻坚提供了坚实的资金
保障。目前东港区已建成产业扶贫项目53个，
完成投资1942万元，辐射带动贫困户1622户；
已建立包含353个产业扶贫项目的项目库，筛
选出12个开发周期短、收益快的优质产业扶贫
项目，编制了项目实施方案，目前区镇两级正
加快组织实施，项目收益将重点解决“插花
村”贫困人口脱贫问题。打造了董家岭村“三
分置、两机制、三分配”式、杨家山子村折股
量化式、前高庄村送羔还羊式、上卜落崮村村
企合作式等一批资产收益扶贫典型。

“保险扶贫”，构筑群众“因灾、因意外

返贫”安全网。东港区对全区产业扶贫项目和
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调查摸底，建立精准脱贫
工作台账，在充分征求贫困户意见建议的基础
上，制定了《东港区保险扶贫合作实施方
案》，由区财政投资80余万元，为全区所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购买了“脱贫小康意外伤害保
险”，为39个产业项目购买了“设施农业财产
保险”，总保额达11 . 7亿元。截至目前，成功
受理40起，理赔金额达40余万元。

“小额扶贫信贷委托经营”，确保建档立
卡贫困户享受扶贫政策全覆盖。东港区创新实
施小额扶贫信贷“委托经营、分贷统还、经营
企业担保”模式，贫困户办理“富民农户
贷”，委托新东港控股集团代为经营，贷款资
金全部用于建设光伏扶贫产业项目。2016年11
月4日，东港区扶贫办、新东港控股集团、东
港区农村商业银行三方签订了小额扶贫信贷合
作协议，协议为期三年，将逐步实现全区建档

立卡贫困户全覆盖。协议到期后，贫困户可从
光伏扶贫产业项目中继续受益。截止今年5月
底，为4060户贫困户发放贷款2 . 03亿元，新东
港控股集团预支给贫困户收益1206万元，实现
贫困户户均增收3000元，有力破解了“插花”
式贫困人口脱贫难题。

“生态扶贫”，发挥资金引导作用建立脱
贫长效机制。东港区积极争取政策，组织南湖
镇、陈疃镇和西湖镇对辖区内拟符合条件的村
（居）进行上报，按照灵活就业人员有关规定
纳入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范围，东港区人社局
与东港区农商行共同商讨，让参保群众在无需
担保情况下，直接从区农商行贷款缴纳保险
费，用退休费按月偿还，共为1498人发放小额
贷款6387万元。截至目前，全区共有7912人参
保，其中贫困人口567人，除了每月可领取固
定收入以外，每人每年还有1800元的取暖补
贴，贫困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充分保障。

以特色产业发展引领 以经营主体带动 以小额信贷助推

东港区“广角”扶贫精准“滴灌”到户

□记者 罗从忠 通讯员 钱玉军 报道
本报五莲讯 近日，五莲县许孟镇东娄子村冬

暖式大棚扶贫项目正加紧建设。该镇利用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170万元，建设冬暖式大棚8个及相关配套
措施。建成后对外出租，预计年租金收益10 . 4万
元，差异化分配给2017年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人
口，并扩大至2016年度建档立卡脱贫户。

为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五莲县深入实施莲西
开发战略，补齐全县生态短板，重点在莲西区域开
发现代高效农业，经营方式上采取贫困户入股、承
包、联营以及对外出租等形式，共投入扶贫开发资
金1431万元，建设蔬菜、食用菌、花卉类等各类冬
暖式大棚66个。建设过程中，从立项到施工验收，
执行严格的招投标程序，加强审计督查，确保建成
老百姓满意项目。同时，农技、水利、林业等涉农
部门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免费技术培训并实际指导
操作，解决缺信息缺技术难题。

中至镇利用上级扶贫项目金发展特色种植项
目，建设各类高效果蔬大棚19个。其中，两河村建
设冬暖式果蔬大棚6个，84户贫困户户均增收900余
元；曹家庄子片区建设冬暖式果蔬大棚13个，预计
年可收益36万元，户均增收300元。

五莲县66个大棚

成脱贫致富“摇篮”

□栗晟皓 秦旭 报道
“国际禁毒日”前夕，

为了深入开展禁毒宣传工
作，提高全民拒毒防毒意
识、教育广大青少年自觉抵
制毒品。连日来，日照边防
支队官兵深入辖区学校、社
区以及企业开展“远离毒
品、珍爱生命，拥抱阳光生
活”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
动，通过视频讲座、图片
展、实物样品展、条幅展
览、签名等方式，让辖区群
众和学生们深刻认识毒品的
种类及危害，珍爱生命，远
离毒品。图为，学生们现场
传看罂粟样品。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李红雁 报道
本报日照讯 6月26日，记者从日照市财政局

获悉，为进一步优化涉农资金供给机制，提高涉农
资金使用精度，该局不断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
统筹整合11个行业主管部门的18项涉农资金1 . 23亿
元，整合比例达到55%，超过中央、省级整合比例
约35个百分点。同时坚持规划引领，加快支出进
度；实质整合，加大统筹力度；强化监管，瞄准扶
贫项目。形成了“多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
资金投入新格局。

据悉，1-4月，日照市财政共安排扶贫资金
2 . 59亿元，分解下达指标2 . 35亿元，实际支出1 . 22
亿元，支出进度在全省排名第一。其中，专项扶贫
资金支出8382万元、行业扶贫资金支出3813万元，
支出进度分别居全省第4位和第2位。

18项涉农资金在使用上进一步加大了对莒北、
莲西、港西、岚西北等贫困集中地区的倾斜力度。
通过重点产业扶持，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共扶
持特色产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项目138
个。同时，严格落实资金项目公开公示制度，该局
还聘请了第三方，对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收益
开展绩效评价，确保实现“资金高效益、群众真受
益、多方都满意”的效果。

日照发力脱贫攻坚

整合18项涉农资金

□记者 罗从忠 报道
本报日照讯 6月22日，记者从共青团日照市

委获悉，即日起至9月上旬，希望工程“圆梦行
动”启动，将接受社会各界捐赠。活动结束后，每
名受助大学新生将获得不低于3000元的资助。

此次行动资助对象为2017年考入全日制普通高
等院校的大学一年级新生，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
的高考新生为主，同等条件优先考虑单亲、孤儿、
低保户、残疾、因病致贫、父母下岗特困的贫困大
学新生。

社会各界可通过银行转账、邮局汇款、现场捐
款等三种传统方式捐款。银行账户名为“山东省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开户行是中国民生银行济南分
行营业部，账户号码为1601014400001580。青基会
资助款将直接划拨到受助学生的个人银行账户。邮
局汇款收款人为“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地
址为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4号，邮编是250002。
现场捐款地址为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4号，捐赠
热线为0531-8207384282073843。捐助者还可以通过
支付宝或微信捐款。支付宝户名为“山东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账号为sdhope3842@163 .com。微信
捐款需关注“希望山东”官方微信平台。进入微信
平台“微小店”，点击“圆梦行动”即可进行捐款。
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捐款，都须注明“日照圆梦行动”。

日照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自2006年实施以来，
筹集捐款近600万元，捐助贫困大学新生3000余人。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启动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卢莉宏 报道
本报莒县讯 莒县阎庄镇将电商扶贫作为脱贫

攻坚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用三种帮扶模式，帮助
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培训+就业安置”模式。在渚汀村投资30万
元建设海康云信息服务平台和电商培训教室，投资
80万元在镇驻地建设占地3700平方米的创业孵化基
地，为小微企业、淘宝商户搭建创业平台，无偿提
供办公交流、产品展示、信息培训等服务，让创业
者实现“零条件”进驻。目前，基地已经进驻村淘
店铺、淘宝商户31家，举办电商培训班5期，培训
学员250名，其中培训贫困户20人，实现贫困户淘
宝创业15家，安置贫困人口7人就业。开展贫困人
口就业安置工作，全镇共建立了3个扶贫车间，可
为20名贫困人员提供就业安置。联合渚汀电商为全
镇贫困户销售农产品120万元。

“考核+资金帮扶”模式。出台《阎庄镇关于
推动电商技能培训打造魅力淘宝镇考核办法》，在
创业孵化基地，聘请陈夕天猫专业运营团队，从网
店注册、产品图片处理、营销策略等方方面面手把
手给予辅导和实战演练，直到帮助学员具备独立创
业能力。同时，对贫困户电商创业，分别给予1000
元—3000元不等的扶持奖励。

“基地+贫困人口”模式。以渚汀村为试点，
成立莒县阎庄绿天使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
地240亩，投资1600万元，规划建设高标准蔬菜大
棚80个，把政府扶持资金折股量化到每个贫困人
口，所得收益按股精准分配至贫困户，贫困户通过
持股收益和在基地务工收入，年可实现人均净增纯
收入3600元左右。

莒县“3+”助力电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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