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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下半年，省委书记刘家义就“贫困
村提升工程”的实施提出意见：要统筹推进
脱贫攻坚与美丽乡村建设融合发展，坚持
“先难后易、因地制宜”，把全省基础条件
最薄弱、脱贫任务最艰巨的2000个重点村作
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突破口。

从2014年起，莱芜市通过扎实有效的工
作，全力推进精准扶贫，越来越多的贫困家
庭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但据市扶贫办统计，
全市尚有350个偏远山区村一无资金二无项
目，脱贫致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在多次扶贫攻坚专项会议上，莱芜市委
书记王良提出，要在做好贫困人口脱贫、贫
困村摘帽工作的基础上，将这350个偏远山区

村扶贫开发，上升到战略高度，集中人力、
物力、财力全力攻坚。

10月17日，第四个“全国扶贫日”，莱
芜市推进偏远山区扶贫综合开发也正式拉开
帷幕。市扶贫办主任狄杰友告诉记者，作为
重大战略，全市计划利用3年时间，对全市
350个偏远山区村进行综合改造提升，大力实
施村庄整治提升、土地综合开发、发展壮大
特色产业等工程，推动偏远山区由“塌陷
带”向“隆起带”转变。

扶贫攻坚，人人有责。全市集合近20个
部门和全部6个区，成立协调推进组、土地整
治组、乡村治理组、产业发展组、资金保障
组5个工作组，计划于2018年集中整治100个

村，力争到2020年，所有偏远山区村均达到
地成、水成、路成、林成“四成”要求，达
到特色产业发展好、基础配套条件好、公共
服务保障好、生态宜居环境好、和谐文明管
理好“五好”标准，实现民富、村强、镇壮
“三赢”目标。本期报道，介绍了莱芜在偏
远山区扶贫综合开发工作中，着手解决钱从
哪里来、项目怎么选、活由谁来干等问题的
先行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区域性整
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这是我们党
的庄严承诺。为了兑现这一承诺，莱芜正在
迈出自己坚实的步伐。

协调推进组

负责做好政策制定、规划设计、督察考
核等工作。市扶贫办牵头，市纪委（监察
局）、市委组织部、市委农工办等9个单位
参加。

土地整治组

负责做好土地整治、水利建设、道路建
设等工作。市国土资源局、市水利与渔业
局、市财政局牵头，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
局、市林业局等3个单位参加。

乡村治理组

负责做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
提升、危房改造、“空心村”改造等工作。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市委农工办牵头，市文明办、
市教育局、市民政局等11个单位参加。

产业发展组

负责做好特色农业发展、新型经营主体
培育、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等工作。市农业
局牵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科技局、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11个单位参加。

资金保障组

根据年度实施项目，市财政每年从扶贫
资金中安排一定额度的偏远山区扶贫开发专
项资金，由各区负责统筹使用各类扶贫资
金，并承担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的具
体责任。市财政局牵头，有涉农资金整合任
务的部门参与。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吕娜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0月14日，由中国园艺学会、国
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主办，莱芜市政府承办的
全国姜蒜葱产业发展研讨会在莱芜市召开。会上，
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莱芜综合试验站正式揭
牌。

莱芜综合试验站是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
全国26个综合试验站之一，于2017年7月农业部批
准成立。莱芜综合试验站将重点开发生姜、鸡腿葱
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利用、新品种选育及关键育种技
术研究、病虫害防治、加工技术与新产品的研发；
引进“三辣”新品种、新技术，进行技术研究、集
成与示范，开发技术咨询与现场培训，收集、分析
产业及其发展动态与信息，调查、解决“三辣”生
产中季节性和突发性存在的问题，为莱芜“三辣”
产业提供技术支撑。

国家特蔬产业技术体系

莱芜综合试验站揭牌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李萌萌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0月9日起，莱芜市53832名小学
生在课间操期间，每人每天都喝上了一盒免费奶。

国庆节后，莱芜市按照全市小学阶段全覆盖、
全免费的原则实施“学生饮用奶计划”，费用由莱
芜市、区两级财政负担。在5家公司参与的公开竞
标中，伊利公司以1241 . 2万元中标。

据学生饮用奶配送商负责人介绍，学生饮用奶
采用的奶源是最顶级的A+奶源，主要来自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黑龙江张北县等几个牧场。

53832名小学生

喝上免费奶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张敏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0月16日，莱芜市教育局公布第
三期“莱芜名师”：冯霞等31名教师为第三期莱芜
名师建设工程人选，培养周期为3年。

本期莱芜名师建设工程人选评选工作于9月20
日正式启动，有50人参加了9月24日举行的面试。
评选面试工作由莱芜市教育局成立评选面试工作领
导小组，聘请外地专家组成面试专家组，分幼儿园
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中职组四组进行，分陈
述、答辩、试讲三个环节进行面试。

在前两届莱芜名师建设工程人选评选中，共有
29名教师被评为“莱芜名师”。

31人入选

第三期“莱芜名师”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赵冰 报道

本报莱芜讯 莱芜书法家景彪申报的行草《古
人小品文选抄》，在日前公布的第十届山东省泰山
文艺奖名单中，获书法类艺术作品奖二等奖，这是
景彪第二次荣获泰山文艺奖。

景彪出生于莱芜，师从顾亚龙先生，现为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其书法作品曾获第二届山东省泰
山文艺奖二等奖、全国首届王羲之书法行草展三等
奖等；2015年被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青年联合
会授予“山东省青少年爱心公益艺术家”荣誉称
号；2016年被选为山东省书法家代表。

景彪书法作品

再获泰山文艺奖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10月20日，莱芜市雪野旅游区大王庄镇
焉家庄村支书周金光站在村东头的山坡上，
与村委成员一起，就眼前的这片“空心村”探
讨建立合作社的事。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他
早就想成立这个合作社了，但村里没钱。

焉家庄村地处大王庄镇最西边，翻过村
西面的山头就是泰安境，村里有272户人
家。这几年，虽然各级政府大力扶持，但村
里还有30户没有脱贫。

周金光心里有些迫不及待，因为，现在
村里有钱了。

今年，莱芜市提出《推进偏远山区扶贫
综合开发》工作方案，将偏远山区350个村
列入重点扶持对象，焉家庄村是其中之一。

扶持这么多山村脱贫，钱成了摆在脱贫
路上的拦路虎。

莱芜市扶贫办通过调研发现，偏远山村
“空心村”现象比较严重。

“每个村里几乎都有闲置且不能住人的
房屋，这些房屋的主人都已迁到山下，宅基
地空在那里是个浪费。”莱芜市扶贫办主任
狄杰友介绍说，通过土地增减挂钩的形式，
既能把这些土地重新利用起来，又解决了偏
远山区扶贫资金的问题。

目前，偏远山区这350个村能拆出5000亩
土地，按每亩15万元补偿计算，预计将会有
7 . 5亿元资金用在偏远山区扶贫开发上。

10月14日，焉家庄村两委成员和村民代
表先后去泰安和淄博考察了大樱桃和红心猕
猴桃，并确定合作社将主要种植这两种水果。

“我们村至少能拆出20亩，资金到位后
就开始种植，3年后就能达到年收入30万元
左右。”周金光说，合作社的盈利将主要用
于贫困户脱贫和山村的美化。

资金的解决也让各镇有了新的规划。大
王庄镇大槐树社区营林路两旁被列入重点扶
持的16个村预计能腾出213亩土地，可得到
3195万元补偿金。利用这笔资金，大王庄镇
计划在这一带上马集采摘、观光于一体的新
旅游扶贫项目。

近日，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涉
农资金统筹整合的意见》，将过去由各部门自
行下发资金改为集中使用资金。去年莱芜市
各部门的涉农资金达到8亿元，根据这一意
见，全市今年将有2亿元统一分配用在扶贫
上。莱芜市通过土地增减挂钩和涉农资金整
合，已先行一步搭建好了扶贫资金使用平台。

“明年，对偏远山区的扶贫，资金将不
再是难事。”狄杰友说。

土地增减挂钩资金和涉农资金整合成为扶贫攻坚的双重保障———

焉家庄种植合作社有了盼头
■核心提示

扶贫升级版成了农村经济发展新动力
□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达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朱虹

10月20日，钢城区辛庄镇侯家台村，一
串串葫芦正吊挂在村委大院中间的架子上晾
晒，煞是喜人。来收葫芦的莱芜市同盟莲藕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吕爱廷转了一圈后，
对村党支部书记侯学斌说：“天气预报说这
几天没雨了，明天赶紧让人把这些塑料顶棚
全掀起来，四五天晾干后，我们就可以回购
付款。”

种植观赏葫芦，是侯家台村今年新上的

扶贫产业。今年4月，全村种植了2450棵葫
芦苗，其中在贫困户房前屋后种植的有450
棵。截至20日，全村共收获了约10800个葫
芦。

“按照我们合作社和贫困户4月初签订
的收购合同，这种品相好、高35厘米以上的
大亚腰葫芦，我们收购价是13元钱，这个20
厘米以上的中亚腰葫芦，6元一个。”吕爱
廷说。

“宝葫芦”成了抢手货。10月9日，潍
坊的客户过来开口要6万个葫芦，但看了看
这边的葫芦还没有晒好，很失望地回去了。
此前，他已经催了3次货了。

“全部葫芦收回去，也不够卖。”吕爱
廷说。

侯家台村是省级贫困村，去年经过精准
识别后，有42户113名贫困人口。他们绝大
多数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和年老体弱的情
况。今年，侯家台村被莱芜市扶贫办划入了
偏远山区范围圈里，进行重点扶持。

“我们村虽然是头一回种葫芦，但是心
里有底。”侯家台村党支部书记侯学斌说。

侯学斌的信心来自于莱芜市农业局牵头
制订的《扶贫产业项目套餐》。这本小册子
里详细分析了每个产业的生产技术规范、管
理技巧、市场前景和外地的成功经验。

在这本册子里，葫芦产业的效益分析如
下：投入包括棚架和葫芦种，棚架可利用树
枝、废旧木材，种子每户36元。每棵产出15
个，每个6元，10棵价值900元，利润864元。

不仅分析产业效益，配套服务也一步到
位。莱芜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为村里
对接了莱芜境内发展葫芦产业的龙头企
业——— 同盟合作社，让他们负责提供葫芦
苗、管理技术和市场，解决了后顾之忧。

在选择产业的过程中，侯家台村让贫困
户根据小册子上列的项目自主选择适合的产
业。“我们村里有种葫芦，黑木耳的，也有
养獭兔的，还有节水器材组装的呢。”侯学
斌说。

去年10月，莱芜市扶贫办制订了《十大
扶贫产业项目实施方案》。详细分析了食用
菌、蒜黄、葫芦、兔子等7个产业的效益情
况。今年依托这个方案，市农业局牵头制订
了更为详细的《扶贫产业项目套餐》，将农
业种植类、林果业、畜牧产品养殖、手工加
工类的所有产业都囊括进来，为各区、各
镇、各村选择适合自己的产业提供参考。

部门配套餐，各村来点菜———

侯家台“宝葫芦”成了抢手货

牵头部门及职责

10月22日，钢城区颜庄镇南下冶村同盟
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大院里晾晒的葫芦。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亓莹莹 刘忠久

“等这片荒地整理完之后，建成了高标
准农田，老百姓就不用靠雨浇地，靠天吃饭
了。”10月18日，在莱芜市雪野旅游区南栾
宫村，村主任王子云高兴地说。

王子云所说的土地整治项目，是莱芜市
雪野旅游区2017年精准扶贫土地整治示范项
目，通过以山区土地综合开发为带动，对偏
远山区贫困村进行土地整治、水利建设、道
路建设。

今年，莱芜市提出扶贫工作重心转向偏
远山区贫困村，成立了偏远山区扶贫综合开
发领导小组，市国土局、市财政局及各区、
各相关镇办等成员单位在政策支持、项目运
作、资金保障、监督检查等工作上具体落
实、具体推进。

“前期，市扶贫办和市国土局、市财政
局还有区级相关部门来村里跑了好几趟了。
如果不是这么多部门都上心，土地整治项目
不一定落实得这么快。”王子云说。

在以前，像这样的整治项目，各责任部

门是“九龙治水”，各治一“水”。现在，
莱芜市扶贫办协同各部门和区镇共同推进，
实现了“九龙合力治一水”。

市国土资源局雪野分局副局长田敬存具
体负责项目推进。在他提供的一张项目推进
表上可以看出，从5月份到10月份，这个项目
的具体工作是由多个部门分头逐项落实
的——— 6月2日，雪野旅游区成立了精准扶贫
土地整治示范项目领导小组；6月4日，市国
土资源局雪野分局组织了项目可研编制招投
标；7月28日，市国土资源局、市财政局、雪
野旅游区财政局及区水利局对土地整治示范
项目进行了可行性评估论证；7月31日，进行
了工程设计预算编制和项目管理招投标，由
山东金田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竞得，随后，设
计人员进入现场勘察、测量工作随即展开。

9月27日，市国土资源局、市财政局、雪
野旅游区财政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区建
设环保局、雪野水库管理处等部门组成专家
组，项目设计及预算编制通过了评审。

10月18日，田敬存等到了山东金田勘察
设计有限公司发来的精准扶贫土地整治示范
项目的工程概况和招标内容。他将内容看了一

遍，确定无误后，将对招标需求在社会上公示。
“公开招标结束后，村民们期盼的土地

整治项目就可以开工了。”田敬存说。
项目实施后，南栾宫村田间道最宽的地

方将达3 . 5米，还有4个光伏扬水系统，将彻
底解决道路和灌溉水的问题，全村将有2205 . 7
亩荒地变成高标准农田。

全局谋划，分组推进。由市扶贫办牵头
的协调推进组定期召开调度会，近期已召开三
次，各牵头单位都将目前工作进展情况在调度
会上作了介绍。各项目施工后，协调推进组将
定期开展调度督察，并进行督察考核。

除了以市国土资源局和市财政局为牵头
的土地整治组将对贫困村实行整治外，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提升、危房改造、
“空心村”改造等工作由市城乡建设局和市
委农工办牵头的乡村治理组也在有条不紊地
推进。此外，由市农业局牵头的产业发展组
正在为偏远山区特色产业发展进行“配
餐”，由市财政局牵头的资金保障组则负责
统筹使用各类扶贫资金。

扶贫攻坚，莱芜市各部门唱起了“合
唱”，形成了“合力”。

各部门和区镇步调一致，改变了“九龙治水”的局面———

南栾宫荒地将变身高标准农田

□张宪政 冯建华 报道
10月20日，在钢城区汶源街道长胜村，20多名

党员齐聚一堂商讨长胜村经济发展。为树立党员意
识，强化责任担当，提高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服务
的觉悟和意识，长胜村党支部书记董昌云在党旗下
为每一位党员都佩戴了党徽。“党徽戴在胸前，心
里就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群众对你也多了一份尊
重和信任。”董昌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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