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刘 涛

通讯员 李胜男 报道

本报肥城讯 “我今年70岁了，

之前没敢想过俺这个穷村还能有啥变

化，更没想到我还能在村里有个工作

补贴家用，到老了这日子还越来越有

盼头了！”9月20日，肥城市老城街道

李庄村村民邵绪兰激动地对记者说。

邵绪兰在李庄村的池藕种植基地

工作，到了采摘藕种、植藕、收藕的

时节，干一天活儿能赚50元钱。在李

庄村，有40多名像她这样的贫困群众

在基地务工。

李庄村是省级贫困村，位于肥城

市老城街道最北部，是一个纯山区

村 。 “ 要 摘 穷 帽 ， 就 得 彻 底 拔 穷

根！”李庄村党支部书记乔永军说。

李庄村有种莲藕的传统，一亩地

年产莲藕5000斤，按市场价最低2元计

算，亩销售收入10000元。村里利用扶

贫专项资金25万元，加上村自筹资金

8 . 5万元，在村东流转土地24亩，建起

19个浅水藕池。2016年底莲藕高产，

村集体增收达5万元，57户贫困户户均

分红290元，其中流转土地的6户贫困

户获1000元年固定收入，6位贫困群众

基地打工收入达5000元，实现了直接

脱贫。

池藕种植让村集体和村民都看到

了增收的希望。在村第一书记的联系

帮扶下，这个村整合起47万元旅游扶

贫资金和强村固基资金，结合周边瑶

峪山、牛山自然风光和齐长城遗址、

同川书院等文化遗产，打造了“荷塘

月色”风景区。到了夏天，满池的荷

花争相绽放，置身荷塘，看荷叶田

田，闻荷花飘香，剥莲蓬玉子，探隐

隐莲藕……山水之间，省级贫困村也

展开了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的动人画卷。

现在的李庄村，环境整洁了，村容

村貌变美了，邻里之间更融洽了，大家

伙儿干劲更足了。“现在我们吸引了不

少投资商来投资兴业，旅游、餐饮、生态

园、开发矿泉的都有，我们脱贫致富的

信心十足！”乔永军说。

“连心藕”开启新生活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王晓义 文锋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牵系国运。民

生不仅是涉及改革发展的经济大计，也

是关系人心向背、社会稳定和谐的政治

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

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我们要始终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真正把实现人民幸福作

为目的和归宿，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谈及民生，泰安市委书记王云鹏说话更

铿锵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泰安市始终坚持

发展和民生优先的方针，像抓经济建设

一样抓民生保障，像落实发展指标一样

落实民生任务，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的医疗、教育、就业、养老、扶贫等

问题入手，加大民生改善，着力攻坚克

难，不断织就织密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

兜住民生底线。一直以来，泰安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支出比重一直较

高。今年上半年，泰安进一步加大民生

投入力度，用于各项民生事业支出163

亿元、增长10 . 6%，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的81 . 6%，确保了民生政策全面落

实、保障标准稳步提高，人民群众更有

获得感。

泰安市委、市政府周密部署，扎实

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努力实现“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一项项举措回应着民

生关切。

从学生饮食细节改善到农贸市场改

造建设，从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到村居卫

生机构改扩建，从城区道路拥堵治理到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这种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惠、真实而细腻的变化，饱含着

幸福的味道。

加快解决民生难题、早日补齐民生

短板，既是广大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

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从“科教文卫”

到“医食住行”，只要是群众关心的焦

点问题，就会成为政府工作部署和解决

重点。秉承“民生优先、造福百姓”的

理念，坚持民生工作优先考虑、民生事

项优先落实、民生投入优先保障，泰安

不断刷新“民生高度”：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9月1日，由

市财政投资6 . 5亿元新建的泰安一中新

校区正式启用。同时启用的还有泰安市

实验学校万境水岸小学、英雄山初级中

学、岳峰小学高铁校区、岱岳实验中学

天平校区等4所学校。此外，高铁新区还

新建了8处中小学。高标准建设新学校，

向城市西部、南部布局，逐步扩大优质教

育资源覆盖面，不仅实现了城区教育资

源的提质扩容，把更多的孩子融入到泰

安幸福教育圈，还有助于解决城镇中小

学大班额问题。据了解，自2015年以

来，全市开工解决大班额问题工程项目

400个，占计划总数的98 . 52%；竣工274个，

占67 . 49%；完成投资56 . 46亿元，占54 . 8%；

完成新增教师8338人，占102 . 91%。

医疗改革有序推进——— 以医联体建

设作为改革重点和突破口，启动了涉及

全区域，包括医疗机构住院、门诊、急

诊在内的分级诊疗试点工作，积极推进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完善药品网上

分类采购模式，规范高值医用耗材网上

采购，公立医院实现药品“零差价”，

多渠道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急需人

才培养，全面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

准化建设……如今，泰安市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汇集所有群众，公共卫生服

务能力明显提升，群众就医体验得到显

著改善。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不断加大对

就业创业的投入力度，用创业带动就业

的倍增效应逐步显现。2012年以来，共

新增城镇就业39 . 22万人，新增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49 . 57万人，城镇登记失

业率控制在3 . 5%以内。泰安被国务院表

彰为全国创业先进城市。“高校内培

育—基地内孵化—园区内做强做大”的

大学生创业“三级孵化”模式，被称为

“泰安模式”在全省推广。

养老服务全面开花——— 围绕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着力构建市、县、街道

(乡镇)、村(社区)四级功能互补、层次

衔接的养老服务新格局，已建成为老年

人提供日间照料、短期托养、配餐等服

务的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农

村幸福院1200余处。目前，全市共有养

老床位3 . 6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

老床位达到36张。

救助效能不断递增——— 整合各救助

部门救助职能，全面开展“平台式”综

合救助工作，形成了政府领导、民政牵

头、统筹协调、部门联动、覆盖城乡、

高效服务的救助格局，实现救助效益最

大化。2016年，全市共保障城市低保对

象14887人，发放保证金6257 . 4万元；共

保障农村低保对象101334人，发放保障

金24920 . 6万元；共保障五保供养对象

13343人。

脱贫攻坚扎实推进——— 坚持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创新扶贫方式，

加大扶贫投入，泰安脱贫攻坚工作扎实

有效推进。“菜单式”志愿服务扶贫、

“62116”科技助推脱贫专项行动、易

地扶贫搬迁等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岱

岳区扶贫办原副主任苏庆亮还被追授

“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成全省唯一。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泰安市委副书记、

市长李希信说，从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

活、织密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到打赢

脱贫攻坚战这场硬仗，再到补齐

收入差距过大、公共服务

供给不足等短板，保

障和改善民生

在泰安

没

有终点，

只有一个又一个

新起点。

托起550万群众的幸福生活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赵洁 高相磊

“我今年种了5亩山楂，产量一

亩地能达到6000—7000斤，总收入约

20万元。”深秋时节，新泰市刘杜镇

南流泉村千亩“甜红子”喜获丰收，

放眼望去，红彤彤的山楂漫山遍野，

处处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村子里男女

老少集体行动，一簇簇的山楂，被他

们采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放进筐里、

倒进袋子里，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

人脸上。

刘杜镇南流泉村依山傍水，泉

水丰润，经年不涸，木鱼石储量丰

富，形成了独特地方小气候，孕育

了独一无二的山楂品种——— “甜红

子”，果实色泽红艳，玲珑剔透，

食之绵柔顺滑，酸甜可口，香气四

溢。特别是富硒这一独特优势，深

受消费者喜爱，每年山楂收获季

节，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选购，远销

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

近年来，刘杜镇以“甜红子”

山楂经济为主业经济，充分挖掘

“甜红子”品质、市场、规模、效

益四大优势，在实现规模种植的基

础上，拉长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

加值，让“甜红子”山楂成为全镇

主导品牌，让“山楂经济”成为全

镇的特色经济。

今年刘杜镇“甜红子”种植面

积突破6000亩，预计年产300万斤，

实现销售收入2000多万元。“甜红

子”山楂还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真正成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

小镇名片。

据刘杜镇党委委员许伦介绍，

下一步，刘杜镇将以东部山楂产业

园为主体，计划5年内山楂面积突破

10000亩，年产优质山楂2000万斤，

培育种植大户3000家。通过走出去

展，请进来看，举办“甜红子”采

摘节、产品展销会等活动，将“甜

红子”山楂推向大江南北，打造

“甜红子”山楂小镇。

“甜红子”红了一片天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苏本善

早上6点刚过，邵士芳起床、洗刷、收拾房间，然后到楼下打扫

街道。搬到新家两月有余，他已经完全适应了社区的新生活。

邵士芳今年37岁，家住东平县银山镇丁庄村。他幼年因患婴儿瘫

留下后遗症，走路说话比较吃力。30多岁时，娶了邻乡有残障的媳妇

儿。当时邵士芳的母亲已经70多岁，一家三口，全靠他捡废品维持生

计。

丁庄村和耿山口村同属一个村委，是典型的黄河滩区村。“待在

房里就能听见黄河水响，汛期夜里根本不敢闭眼。”邵士芳的老房离

黄河不到50米，汛期时，洪水经常冲垮民房，甚至淹死村民。因为地

处滩区，耕地严重沙化，地里收成基本是“老天爷说了算”。全村不

到600人，日日盼望着搬离黄河滩区。

普通村民都觉得生活艰难，邵士芳对生活更是丧失了希望。他行

动不便，一年下来也就两三千元的收入。

然而在2015年7月，耿山口村被列入全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试

点，省发改委重点支持耿山口村村民搬离黄河滩区。2015年10月，耿

山口社区开工建设。经过一年多建设，居民楼、综合服务楼、老年公

寓等31栋楼房拔地而起。丁庄村居民于今年7月15日率先实现搬迁入

住。

根据政策，人均补助3万元，老房子作价折算，很多村民不用添

钱就住上了新楼房。对于邵士芳这样的贫困户，当地特事特办，先让

其入住再补房款。

就这样，邵士芳搬进了新家。80平方米的楼房，两室两厅，集体

供暖，水电齐全，村里还免费配备了新家具。“敞亮！舒心！方

便！”谈及当前的生活，邵士芳激动地说。

滩区贫困户住进新楼房

①

②

①第三十一届泰山国际登山节于2017年9月7日开幕。图为参加登山比赛的运动员冲
出起跑线。 □司刚 报道
②泰安公安出实招优化警力配置，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攀升。图为2017年9月18
日，警车发放仪式现场。 □李英 报道
③③近近年年来来，，泰泰安安把把““以以人人民民为为中中心心，，办办好好人人民民满满意意的的教教育育””为为目目标标，，抓抓质质量量、、树树形形
象象、、促促改改革革、、求求突突破破，，着着力力解解决决百百姓姓最最关关心心的的教教育育问问题题，，让让更更多多人人享享受受到到教教育育发发展展
成成果果。。图图为为一一名名老老师师正正耐耐心心授授课课。。

③

④

⑤

⑥

④9月1日，泰安一中新校区启用，不少新生在报到现场将自己名字写在了墙板上。
□陈阳 报道

⑤飞架汶河的古今五座大桥，充分展现了交通的历史变迁。由前往后依次是京福高
速汶河特大桥、104国道汶河特大桥、104国道老桥、铁路桥、明石桥。
⑥⑥四四通通八八达达的的交交通通网网极极大大方方便便了了泰泰城城居居民民出出行行，，图图为为泰泰山山立立交交——济济南南、、泰泰西西、、京京
沪沪、、京京福福叉叉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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