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亚飞 王彦冬 张伟峰 报道
本报莘县讯“ 我要干好修车店，靠自己

的修车手艺，不再当贫困户。”近日，莘县俎
店镇许村村民盛建军对入户进行摸底调查的干
部说。

盛建军今年42岁，妻子宁利红股骨头坏
死，儿子在外上学，女儿从小患病。这些年
来，盛建军带着自己的妻女到处奔走，求医问
药，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变得家徒四壁。

该镇包村干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许村
党支部书记商议帮助盛建军脱贫。盛建军有汽
车维修这门手艺，但苦于没有资金而不能开店
养家糊口，包村干部立刻与农商银行联系，办
理扶贫贷款，帮助他在李楼村路口开店修车，
走上精准脱贫的“ 快车道”。

俎店镇共有87名包村干部，他们进村入
户，了解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对每户的家
庭成员、致贫原因、生产生活条件、劳动能
力、收入来源等情况，做好扶贫档案，并针对
每个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制订精准脱贫致富的对
策。通过产业帮扶、转移就业、教育帮扶等措
施，帮助395户贫困户实现增收。

俎店镇干部

认真把脉助力脱贫

□ 李梦 杨秀萍 孙亚飞

8月11日，聊城市脱贫攻坚推进工作会议召
开，提出要以脱贫实效为导向，实行最严格的
考核评估，确保责任压实、政策落实、工作务
实、结果真实，真正把导向立起来、让规矩严
起来，让真干假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
干好干坏不一样，让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
人付出代价。本次会议采取视频会议形式，市
里设主会场，县（ 市区）设分会场，直接开到
全市所有乡镇和399个省定贫困村。

会前，按照全市重点工作督导落实方案分
工，各市委常委带队深入县（ 市区）、市属开
发区，采取不打招呼、暗访等形式，进村入
户、随机抽查、调研摸底，既看到了这段时间
扶贫工作的成效，也发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
题和不足，体现了聊城市委、市政府对脱贫攻
坚工作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聊城市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脱
贫攻坚工作重大部署，各项兜底保障政策和扶
贫措施得到较好落实，重点贫困地区面貌明显
改善，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16年

初，全市共精准识别贫困人口24 . 9万，经过一
年的努力，实现脱贫16 . 9万，目前仍有贫困人
口8万，年底前将基本完成脱贫。特别是创新开
展了邻里互助与集中供养相结合的扶贫模式、
大力推进养驴产业扶贫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
的认可和肯定。

然而，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指示精神，对照省委、省政府对脱贫
攻坚工作的部署要求，对照全市贫困群众的殷
切期盼，聊城市脱贫攻坚工作还存在不足。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推进，越往后难
度越大：聊城市剩余的8万贫困人口虽然总量不
大，但是大多是老弱病残特困群体，其中老年
贫困人口、因病因残贫困人口分别占贫困人口
总数的51 . 5%、69 . 6%，“ 无业可扶、无力脱
贫”的问题比较突出，成为脱贫攻坚的难中之
难、坚中之坚，解决他们的脱贫问题任务非常
艰巨。

与此同时，自去年以来，省市扶贫、审计
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等开展了一系列检查、审
计、监督工作，聊城市在落实扶贫政策、发展
产业项目、扶贫资金管理等方面，发现了一些

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全市扶贫
工作成效，直接影响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
公信力。

“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难的
任务，聊城又是全省任务最重的地区之一，必
须把它放在‘ 头等大事’‘ 第一民生工程’

‘ 统揽全局’的位置上来，各级党政一把手、
班子成员、第一书记、帮扶单位、帮扶干部、
村两委干部，每一级、每个部位、每个人都必
须切实负起责任、冲锋在先、全力以赴、担当
作为，确保兑现承诺。”聊城市委书记徐景颜
说。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全市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按照“ 深调研、大督察、抓整改、促提
升”的要求，对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全面梳理、全面诊断、全面整改，做到举一
反三、不留死角，确保整改落实到位，以整改
促进工作进一步提升。

去年以来，聊城市重点村贫困人口数量占
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由27 . 9%下降为8 . 1%，取得
了良好成效。但非重点村贫困人口占比达到
90%以上，他们缺乏资金投入，缺乏项目覆
盖，缺乏帮扶措施，发展的基础明显不如重点

村。所以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到插花村
贫困人口脱贫上来，在资源配置、力量配备、
资金投入上重点向插花村倾斜，针对不同贫困
户研究制定帮扶方案，真正做到“ 一户一
策”，确保所有贫困户都有项目带动，有措施
帮扶，有收入增长。

据统计，2016年以来，聊城市纪律检查机
关查处利用职务便利骗取扶贫资金、在扶贫项
目实施过程中吃拿卡要等严重违纪问题367起，
处理399人，其中给予党政纪处分394人，组织
处理5人，有21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下一步，聊城市将切实加强资金的使用管
理，确保每一分钱都必须用到贫困群众脱贫
上，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跑冒滴漏。与此同
时，将建立纪检监察、审计、财政、扶贫等部
门的联动监管机制，围绕扶贫资金管理使用，
不定期开展专项督查和审计，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此外，还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建立健
全扶贫资金使用的公开公示制度，接受群众监
督，有效防止资金使用的违规违纪行为；要建
立健全扶贫资金的追溯体系，明确资金流向，
确保扶贫资金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实行最严格考核，真正让规矩严起来。聊城脱贫———

工作重点转到插花村贫困人口

□ 本 报记者 高田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王丽 翟耀

位于聊城市高新区湖南路金正数字创意工
场内的山东金正动画股份有限公司，是山东省
第一家原创动画新三板挂牌企业和聊城市文化
产业重点扶持单位。在前不久召开的全省服务
业创新发展工作会议上，该公司董事长任家斌
获得2017年度山东省服务业专业人才奖励，是
聊城市唯一一名获奖的企业负责人。在2016年8
月份，聊城召开的全市创新创业暨科技奖励大
会上，任家斌荣获创业之星。今年的7月份，聊
城高新区召开人才科技创新大会，任家斌获评

“ 3111”人才工程实用人才，获得奖补资金9万
元。

任家斌是齐鲁文化之星、聊城文化英才，
也是聊城文化圈、传媒圈、创业圈的“ 网
红”，熟悉或者是不熟悉的人都或多或少了解
他的创业经历。1996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到
了光岳楼景区。1998年，聊城撤地设市，留在
东昌府区的任家斌23岁就担起了区文物管理所
所长的担子。任职之后，他主动搜集、挖掘、
整理民间文物、典故，两次骑自行车走访了运
河聊城段，进而走遍了东昌府区1300多个村。
直到现在，他对很多村的文化遗址、文物古迹
依然记忆犹新。

2005年，聊城市开始了申报非物质文化遗
产工作。作为首批参与此项工作的组织者和执
行者，任家斌靠着文化普查的资料和专业功
底，十天整理了7个非遗项目，像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东昌葫芦雕刻技艺、东昌府木版
年画、聊城八角鼓等聊城特有的文化项目都在
其列。

任家斌说这些年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是围绕
着民族传统文化这个核心主题，而他内心十分
热爱传统文化。2004年，任家斌工作之余组织
举办了聊城市第一次动漫展会。事后任家斌回
忆说，这次动漫展不出意料地赔了钱，失败
了。“ 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没有事前学
习其他会展，几个人想当然地就干了起来，不
失败都说不过去。”13年过去了，任家斌认为
当年的第一届动漫展虽然失败了，但是给聊城
的孩子们完成了一次动漫艺术的启蒙。

2007年，在上级领导的要求下，任家斌组
织了第一届中国江北水城（ 聊城）葫芦文化艺
术节，这次文化艺术节让东昌葫芦开始扬名全
国，大大提升了葫芦价值，也推出了一批葫芦
文化艺人。中国江北水城（ 聊城）葫芦文化艺
术节到目前为止已经延续了10届，成为葫芦艺
术产业的重要节庆点，其中五届都有任家斌的
身影，这是他后来坚定不移做文化产业积累的
底气。

“ 动漫只是个艺术形式，内核仍然是我喜
爱的民族传统文化。”任家斌说。2015年，任
家斌辞去了公职，成为东昌府区辞职创业第一
人，开始在高新区这片创新的土地上，全身心
投入到文化艺术产业创业中来。他筹建聊城金
正数字创意工场，打造聊城第一个文化创意产
业聚集地。2015年公司更名为山东金正动画股
份有限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形成了动画创
意创作为核心，艺术设计、影视表达、动漫演
艺为延伸的综合性产业发展模式。2015年12
月，金正动画新三板挂牌上市，成为山东省第
一家新三板挂牌上市的动画、文化创意企业，
成为山东动漫行业借助深厚文化资源创业的典
型。这就是任家斌辞职创业之后踢出的头三
脚。

各项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人才梯队的建设
和党委政府的支持。任家斌告诉记者，金正动
画的团队成员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不超过30

岁，有着良好的知识基础和创意素养，目前正
逐步打造人才梯队，实现人才集团军发展模
式。今年，金正动画的两位80后副总先后被市
里推荐成为“ 齐鲁之星”和“ 聊城文化英才”
候选人，另一位副总年初被选为聊城市党代
表，他本人也被选为山东省工商联执委、聊城
市工商联副主席。目前任家斌的团队拥有山东
省版权认证的原创产品38项，待批项目60余
项，实用型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4项，注册商
标6项，待批商标80余项，包括《 福禄吉祥》

《 香辣五侠》《 上班记》等的人物造型、剧本
及动画版权。

聊城市委市政府、高新区各级领导为金正
动画提供了及时的资金支持、宽松的创业环境
和到位的各项补贴和政策扶助，不仅减轻了企
业创业过程中的成本支出，更为未来发展提供
新动能——— 2016年金正动画股份有限公司获得
了省级重点文化产业项目专项资金100万元。聊
城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表示，金正动画这个聊城
文化产业的“ 龙头”与“ 智库”，不仅能拉动
聊城的经济增长、增加文化方面的就业岗位、
提升文化产业财税收入，还填补了鲁西没有文
化创意产业聚集区的空白，对聊城建设文化强
市具有重要意义。

打造聊城文化产业“ 龙头”与“ 智库”，动画“ 网红”任家斌———

躬耕文化 创意聊城

□记者 肖会 报道
本报聊城讯 8月13日，随着“ 新现实主义

水墨研究展”巡展开幕，聊城市民开始欣赏一
场文化盛宴。此次巡展时间为8月13日至23日，
为期11天，展出的有张望、李富、李忻峰等28
名书画大师的代表作品。

本次巡展，由山东省文化厅、大众日报
社、山东师范大学、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主
办，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孔繁森同志纪念馆、
山东师范大学当代水墨艺术研究中心、大众日
报文化工作室、聊城市文广新局、聊城市文联
等多家单位联合承办。

山东省美协主席、山东艺术馆馆长张望在

全国美术界首提“ 新现实主义绘画”理念，是
针对当代水墨画坛上的一些现象而展开的深邃
思考，梳理出的是艺术家们笔墨探索的轨迹与
发展结果，进而推至中国当代水墨绘画现状的
表达，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主流意识。

山东师范大学当代水墨艺术研究中心成立3
年来，一直致力于水墨艺术在当代的继承与发
展，努力挖掘水墨这一古老的艺术在当代文化
艺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并将其特殊的文化意
义，作为当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灵魂之部分
呈现出来。此次巡展，展现了山东师范大学当
代水墨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们研究新现实主义
绘画理念的心得与成果。

聊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源远流
长，在中国文艺史特别是艺术史上占据重要地
位。尤为突出的是，上古时期，造字先圣仓颉
在这里为中国文明和文艺肇基，东阿县还留有仓
颉墓；祖籍茌平的明代状元朱之蕃诗书画俱佳，
他出使朝鲜留下的书法真迹，留下中外交流史上
的一段佳话；清代状元邓钟岳世居聊城古城，以
其书法杰出成就被康熙誉为“字甲天下”。近现代
以来，聊城人李苦禅大师，在花鸟画创作上成为
一代风范，异帜独标；孙大石、韩羽的成就不断
引来艺术界的赞叹。这些都是中国艺术史上标
志性的人物，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整体上看，
包括聊城在内的整个山东，是孕育中国传统文

化的最重要地区之一，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
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与会专家认为，源远流长的文化艺术不仅
要传承，更需创新发展。从而，新现实主义水
墨诞生了。此次巡展汇聚了具有深厚底蕴、涵
育人心的全省新现实主义水墨优秀作品，集中
了艺术家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的当代
表达。新现实主义水墨系列画家们，本着诚恳
态度与社会各界人士倾心交流、学术探讨、理
论探究，不仅是全省艺术界的一件大事和喜
事，更是聊城艺术界的盛事。在全面展示近年
来山东艺术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为聊城市民奉
献了一场文化艺术欣赏的盛宴。

市民尽享“ 水墨文化”盛宴

□刘明明 王琰 报道
茌平县妇联通过“ 村居出厂房、企业上设备、妇女当工人”合作模式，发展23个“ 大

姐工坊”居家创业就业服务点，助力上千名妇女在家门口脱贫。图为在冯官屯镇高岭村手
工编织“ 大姐工坊”，村民马凤英（ 右）在家编织汽车坐垫。

□孙亚飞 李更会 任瑜 报道
本报莘县讯 近日，莘县大张家镇组织开

展“ 孝德扶贫”活动，进一步营造尊老、敬
老、爱老的社会风尚，倡导优良家风、村风和
民风，将孝德文化与精准扶贫相结合，确保如
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 孝德扶贫”主要针对70岁以上丧失或基
本丧失劳动能力、无固定经济收入或经济收入
不能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独立生活老年人，
结合“ 四德”工程建设，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活
动开展。

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喇叭广播、贴公示公
告、上门做工作等形式，加大对孝德工程的宣
传教育，把有关政策宣传到村、到户，确保群
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做到政策公开、群众公
认。同时立养老规，把养老孝老写进《 村规民
约》，建立尊老、敬老、养老的长效机制。此
外，鼓励村民签订养老协议，协议书对赡养的
情形、赡养人应履行的基本义务、被赡养人的
基本要求作出明确规定，并对各赡养人落实孝
德情况进行张榜公示。

通过开展“孝德扶贫”活动，实现了贫困群
众“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开创了精准扶贫工作
的新途径，促进了全镇脱贫攻坚工作的进展。

大张家镇

开展“ 孝德扶贫”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茌平讯 近日，记者在茌平县杜郎口

镇鲍庄村了解到，该村于2012年完成全村整体
搬迁，通过大力推进企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
进程，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基本做到机电
井全面覆盖，农民收入逐年提高。目前，该村
15户贫困户17人，已全部脱贫。

据悉，该村成立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和扶贫
工作站，建立扶贫档案室、阅览室。同时，
镇、村帮包责任人定期不定期地到帮包的贫困
户家中走访，签订帮扶到户双向承诺书，按照
精准帮扶的要求，逐项了解贫困户的生产生活
情况，认真填写扶贫手册等相关资料，对贫困
户的致贫原因和相关需求进行梳理，制订帮扶
措施，巩固脱贫效果，确保无一例返贫现象。

村里的企业优先对贫困户家庭安置就业。
利用“ 邻里互助”模式，该村提供公益性岗位
4个，每人每月可获得300元补贴；建立一个健
康饮水站，确保贫困户都喝上纯净水；借助茌
平县牧龙养殖有限公司金融扶贫，帮扶贫困户
3户，每年每户帮扶3600元；采取兜底保障，
全村15户贫困户全部享受低保、五保，民政局
按时发放低保、五保金，医疗保险也实现全村
全覆盖。

鲍庄村

实现稳定脱贫

□陈晓 张旭 报道
本报东阿讯 日前，东阿县食药监局新城

药监所开展了中药材经营使用环节的专项整
治，对中药材的购进、验收、储存、运输等过
程，进行跟踪和管控，对有问题的中药材予以
扣押查封。

新城药监所

整治中药材市场

□刘鑫 闫绍营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莘县讯 8月12日，莘县观城镇东街

村的莱阳梨园里，五六个村民挥锄除草。
东街村共有24亩莱阳梨园，眼下杂草正

盛，村两委安排村内贫困户来给梨树除草施
肥，每人每天发放50元工资，以劳动得报酬，
帮助行动方便的贫困户树立劳动可致富的心
态，坚定脱贫信心。

“村里把残疾人家的麦收工作，交给贫困户
来做，费用由村里出。这样既帮助村里的残疾
人，又能增加贫困户的收入。”东街村党支部书
记翟玉生说。村里积极开发公益岗位交给贫困
户去干，同时，根据贫困户的不同情况，有的放
矢地帮助他们寻找致富项目，尽快脱贫。

东街村

脱贫致富岗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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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会 焦松青 报道
本报聊城讯 8月14日，聊城市召开全市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现场观摩会。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利在当代，

惠及长远的系统工程。多年来，聊城市司法局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把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纳入重要工作日程，结合全市实
际，不断探索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模
式，使全市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得到长足发

展，为维护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作出积
极贡献。

此次观摩，是对全市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情况进行的专项督导促进，重点是观摩各县
(市、区)、市属开发区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法
治宣传形式创新、基层法律服务全覆盖、法律援
助惠民、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等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重点工作进展情况。观摩会将以现场观摩、
听取汇报、观看专题片、领导点评等方式逐项展

开，与会人员对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在现场
观摩中相互学习，加强交流，查找问题、补齐短
板，并为下一阶段的进一步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夯实基础。当天，观摩团先后走进莘县莘
亭司法、十八里铺镇十里井村、莘县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阳谷县大布乡司法所、阳谷县石佛镇公
共法律服务工作站、阳谷县阎搂镇辛庄司法行政
工作室、闫楼镇辛庄法治文化广场等地进行实地
观摩。在莘县十八里铺镇十里井村，观摩团到来

的时候，正逢一场别开生面的法治文艺巡演在村
法治广场上演。幽默和谐的对口快板辛辣地讽刺
了一些不正常的婚姻恋爱观，引来了观众们的满
堂喝彩和阵阵掌声。

“我们要以问题为导向落实整改责任，不断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使之不断提质增
效、惠及于民，为加速聊城经济建设，保障社会稳
定，作出更大贡献。”在总结点评环节，聊城市司
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陈军这样说。

查找问题 补齐短板 提质增效 惠及民众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现场观摩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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