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9月2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梁利杰 宫 梅

电话:(0531)85193248 Email:dzrbxyb@163 .com 县域 17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徐琦 李卉

扶贫资金变股金

“ 俺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给俺羊也
养不好。现在俺把羊交给天一养殖合作社代
养，平时到合作社干点割草的活儿，既能挣到
工钱，每年还能领到2000元的分红。”滕州市
鲍沟镇磨庄村58岁的贫困户丁德海说。

丁德海口中的天一养殖合作社种羊代养
项目，采取了资产类项目形式，将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用于购买种羊形成扶贫资产，并将种
羊交给天一养殖专业合作社集中代养。明确
种羊形成扶贫资产的所有权归镇政府所有，
由天一养殖专业合作社自主经营养殖，而收
益权则归相应的贫困户，合作社对每只种羊
编号登记，明确享受收益的贫困户。目前，该
项目已惠及磨庄村、薛后村等27个村，共有700
余人从中获益。

针对失能贫困户无法独立实施和参与产
业项目的难题，滕州积极探索资产收益项目
模式，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或形成的资产注
入到当地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完善
利益联结机制。经营主体根据注入的资金或
资产额度，按照一定比例向贫困户发放收益，
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这样一来，扶贫资金变
股金，贫困户年年都能有分红。

扶贫贷圆贫困户创业梦

前不久，东郭镇后村贫困户宋玉彦向农
商银行申请了“ 富民农户贷”5万元，采购
了花生加工设备，经过精心经营，不仅按期
偿还了贷款，还盖起了新房，开了小型超
市，实现了长期稳定脱贫。

为圆贫困农户创业致富梦，滕州推出了
“ 富民农户贷”和专项扶贫信贷产品“ 让利

贷”。前者扶持有创业意愿和能力的贫困户
发展种植、养殖、加工项目，后者依托银行
机构，向有发展前景、热心社会事业的专业

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
头企业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发放，通过降低
利率上浮幅度直接让利给承贷企业，由承贷
企业间接让利给贫困户，或者采取承贷企业
将企业应享受的财政贴息直接让利给贫困户
的方式予以扶持，确保贫困户人均年收益达
到贫困线标准以上，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

目前，全市共发放小额扶贫贷款3682 . 27
万元，其中富民农户贷156 . 27万元，富民生
产贷3526万元，扶持73户贫困户和29家经营

主体，带动747人脱贫增收。

孝善扶贫金助老有所养

洪绪镇东侯庄村76岁的老人梁希凤只有
一个女儿，嫁到了外地，几个月才回来一
趟，尽管很孝顺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前几
年，老伴去世后，梁希凤一个人生活，日子
过得艰难。

侯庄村引导有赡养能力的贫困老人子
女，按照每位老人每月100元的标准，为老
人交纳孝心赡养金，并统一上交镇级“ 孝善
基金”账户，缴纳情况定期张榜公布。凡是
子女缴纳孝心赡养金的贫困老人，每人每月
最低100元，再由镇级孝善养老理事会奖励10
元，以每月110元的标准通过现金红包直接
发放到老人手中。

为解决失能贫困人口中的老年人脱贫问
题，滕州市大力弘扬“ 孝”字当头的儒家文
化传统，按照“ 子女尽孝，家庭为主，村民
自治，政府引导，社会善助”的原则，通过
建立健全正面激励、道德约束、示范带动、
舆论监督等各项机制，引导子女赡养老人尽
孝心，倡导社会行善积德献爱心，建立贫困
老年人养老扶贫新模式。

另外，滕州还以村、组或镇街划分服务
区，组建区域性邻里服务互助社（组）。社

（组）按照“就近、就亲、方便”的原则，组成若
干“1+1”或“1+N”互助组，利用邻里间距离近、
感情亲、易沟通的特点，将符合条件、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与年老多病、重残失能等需要
生活照顾的特殊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为特
殊贫困户提供无偿或低偿服务。

多元模式确保精准高效
——— 滕州扶贫三策

□记者 吕光社 王德琬 通讯员 姚树华 报道
本报泗水讯“ 刘专家，最近我家的牛不怎么吃食，

这是咋回事？”泗水县圣水峪镇西仲都村养殖户孔凡涛新
购进了几头小牛，最近正为牛吃得少而发愁，听说县畜牧
兽医局的刘明元专家来了，连忙向他寻求帮助。刘明元看
过后找到了症结所在，给孔凡涛进行了讲解。

9月14日，泗水县百名人才直通基层服务团来到圣水
峪镇开展活动，包括农业、林业、水利、畜牧兽医等方面
的专家深入到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积极为当地脱贫攻坚
献智献策。据了解，为破解农村人才瓶颈、服务精准脱贫，泗
水县整合县级层面人才资源，结合农村特别是贫困群众所
想所盼，区分专业技术人才专业领域，组建百名人才直通基
层服务团。服务团下设10个分团，每个分团配8—12人，每月
至少开展一次基层服务活动，针对群众致富缺技术、生产发
展当中遇到的难题，重点开展技术指导、政策咨询、推广新
技术、培训紧缺人才等活动。截至目前，服务团累计开展各
类智力服务活动500余次，培训农民7万余人次。

泗水：百名人才

直通基层服务团助力脱贫

□张环泽 报道
姜屯镇润明种植专业合作社技术员为贫困户讲解葡萄管理技术。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王恩标 报道
本报东明讯 记者在东明县小井镇采访时了解到，该

镇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新路子，以帮扶促管理，让生活贫困
的帮教人员有了一技之长，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张千里是小井镇李太寨村村民，曾因故意伤害罪被判
刑2年，刑满释放后感觉前途一片黯淡，产生了自暴自弃的
想法。镇司法所、省派第一书记、村党支部等联合为张千里
量身定做脱贫方案。目前，张千里的6亩矮化核桃长势喜人，
挂果后一年可收入5万多元。张千里劳作之余喜欢唱歌和写
诗，镇里就帮他联系专业音乐老师进行辅导，现在他已经完
成创作100多首歌，其中由他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流星》已
在各大音乐网站推出，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草根歌手。

据悉，小井镇现有社区服刑人员17人，其中缓刑15
人，假释1人，暂予监外执行1人。全年矫正期满、已解除矫正
7人。镇司法所定期到每个帮教人员家中走访，帮助他们利
用自身所长找准致富路子，协调落实刑释解教人员和社区
服刑人员的帮扶问题，和帮教人员家属、村队签订《共同帮
教倡议书》，切实做到不让一人掉队，不让一人脱管。

“社区矫正”助力脱贫攻坚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邢庆杰 报道
本报沂南讯 9月19日至21日，沂南红嫂家乡旅游区

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迎来了沂南双语实验学校首批参加沂
蒙红色研学旅行的106名师生。本次研学旅行为期三天，
来自该校六年级两个班的97名学生身着红军服装开展了以

“ 追寻红色足迹，感受红色情怀，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
的研学实践课程。

据悉，此次三天的红色研学课程旨在引导学生在沂蒙
抗战堡垒村、中国十大最美乡村追寻革命足迹，感悟红色
历史，培养吃苦耐劳品质和爱党爱国的高尚情怀。

据悉，由于目前研学旅行成为落实素质教育的重要载
体，沂南成立了沂蒙红色研学旅行课题组，由具备丰富课程
开发经验的专家级教师联手编写了《沂蒙红色研学旅行课
程指南》，为研学旅行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和实施载体。

沂南开展沂蒙红色研学游

广告

□王兆锋 刘明明 王博 报道
本报茌平讯“ 通过前期考察洽谈，山

东骏程计划投资8亿元、年产200万只锻造铝
合金车轮项目，顺利通过‘ 五看三审’，这
个项目不仅是对县里铝电链条的延伸，以后
还有很大升级换代空间。”9月12日，在信
发高新材料产业园北区，头戴安全帽的王益
民来查看项目进度。

王益民是信发街道办事处分管招商工作
的副主任。他介绍，骏程的锻造铝合金车轮

项目采用德国技术，瑞士ABB机器人自动控
制平台，及台湾铝棒自动化切割流水线，锻
造铝合金车轮生产工艺国际领先。

据王益民介绍，所谓“ 五看”，即看企
业在业内综合排名、看企业科技研发实力、
看企业技改水平、看企业市场前景、看企业
环保程度。“‘ 五看’合格刚过投资门槛，
真要投资过来，还要拿出转型升级方案，接
受‘ 三堂会审’。凡达不到升级换代目标要
求的，再大的项目也不要!”他表示。

据悉，茌平县今年成立了精准招商小团
组，由县级领导牵头，，招商选资时“ 五看
三审”把关，严防落后产能和缺少核心竞争
力的企业转移过来。

“我们把招商选资的关口前移，把招商工
作放在融入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大格局中谋
划，不仅放大了茌平的优势，还前所未有地招
来了4家央企、国企和上市公司企业的优质项
目。”该县招商局局长杨光达说。

随着茌平县由“招商引资”向“聚商选资”

转变，他们有针对性地分赴上海、杭州、广州、
北京等地，以延链、补链、强链为重点，利用自
身电、汽价格优势，选择有较强投资实力和与
全县产业关联度高的企业进行“一对一”交
流，相继推出了“中介招商”“企地联合招商”

“网上信息招商”“以商招商”等多种新方式，
进一步拓展招商渠道。

目前，打包投资39亿元的中钢研高品质、
大规格碳化硅长晶生产及重点实验室项目，
城市矿产—轮胎再生循环利用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石墨烯纳米电热膜项目和超硬材料复
合人工关节项目，投资100亿元的光大国信赤
泥综合利用项目等纷纷完成签约立项。

今年上半年，全县招商引资签约项目20
个，计划投资额208 . 9亿元。在京津冀招商活
动中，现场签约项目9个，计划投资额147亿
元；在珠三角招商活动中，现场签约项目7
个，计划投资额52 . 1亿元。

“凡达不到升级换代目标，再大的项目也不要”———

茌平：聚商选资要过“五看三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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