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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刘明明 报道
本报茌平讯 12月7日中午，茌平县冯屯

镇朱庄村贫困老人王玉英家，来了8位穿红马
甲的年轻人。他们洒水扫地，叠被铺床，还有
两位志愿者把久卧在床的王玉英老人抬到轮椅
上，拉着老人的手坐在太阳地里拉呱。

1984年秋，王玉英不慎从房顶摔下，瘫痪
在床。当时她的老母亲已80岁，小儿子才6
岁，家中坍了半边天，只靠丈夫一人支撑，王
玉英从此30年未出过村。

今年初老伴去世，王玉英入选茌平县“金
晖助老——— 青春扶贫志愿者行动”百名贫困老
人，七彩年轮志愿者协会成员张桂红和娄玉莲
“结对”王玉英，不定期到老人家中开展拉一
次家常、整理一次家务、清理一次个人卫生、
检查一次身体、维修一次家电、送一件过冬用
品的“六个一活动”。

“结对卡上是两个人，可每次至少来六位
志愿者，”娄玉莲说，“玉英大娘行动不便，
两位女同志想把她搬到轮椅上都不容易。上次
来修电，几位男志愿者架梯子拆线，一会儿就
拾掇利索了。”

“两名结对志愿者背后其实是一个组或者

几个组至少两百人的志愿者团队，”七彩年轮
志愿者协会会长朱广彬说。活动之初，协会按
照“2+1”的模式为一个救助老人配备了两名
志愿者，但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不便，于是发
动全协会的力量，志愿者谁有空谁参加，需要
谁谁参加，按需救助贫困老人。

像玉英大娘生活自理困难需要N对一结对
的，在“金晖助老”行动中占到80%以上。

“我们的初衷是把‘金晖助老’这个单一
项目放在社会脱贫攻坚的大格局下，发动社会
志愿组织帮助最困难的老人，引导更多社会资
源向关爱弱势群体汇聚。”共青团茌平县委书
记范玉慧说。

据具体负责“金晖助老”行动的共青团茌平
县委副书记刘源介绍，县里依据县扶贫办贫困
人口建档立卡数据库，把“金晖助老”行动救助
对象确定为100名特困老年人，其中八成以上
为贫困、孤寡、生活自理困难的“贫中贫”，
80岁以上老人有27名，90岁以上老人有12名。

敢于啃下“贫中贫”，县里的底气哪里
来？刘源说，茌平县登记注册的志愿者有上万
名，志愿组织163个，长期开展的志愿项目有
40多个，志愿服务初步形成了完备的架构、成
熟的运行机制，承接“金晖助老”行动的七彩
年轮志愿者协会和菜屯镇绿林志愿者协会是其
中非常优秀的两家组织。

“七彩年轮协会有9个城区小组、14个乡
镇服务站、4个社区服务站、108位组站带队
人、3200名会员，目前承接的13个乡镇的89位

贫困老人，三分之一以上实现了就近助老，全
部实现按需助老，保证至少一月一访，千名志
愿者参与进来。”朱广彬说。

“金晖助老”项目在火热进行中，政府也没
当甩手掌柜。为了保障助老行动的长期有序，
县里充分利用“爱心茌平扶贫众筹平台”等资
源筹集物资，志愿行动可按照老人需求从平台
中领取发放，没有的利用平台开展募捐。截至
目前，利用平台已募集棉衣、棉鞋、牛奶、轮
椅、拐杖、残疾人坐便器等物资近200件，发
放物资近100件，折价近5万元。

“我们建立了《受助老人台账》，按照
‘有进有出’的原则，目前已经替换、递补19
人，保持100名受助老人的基数不变。”刘源
说。每次助老行动，志愿者协会必须做好
《“金晖助老”行动资金使用明细台账》《志
愿者情况台账》《结对帮扶台账》《志愿者培
训与保障台账》《资金使用情况台账》等7本
“助老”台账，以便动态“掌舵”青春扶贫志
愿行动的全过程。

“政府当好志愿者后盾，不让爱心因‘缺
衣少粮’降温，防止活动重形式不重实效而走
形。”范玉慧说。

政府做后盾 爱心更持久
茌平千余青年志愿者真诚帮扶百名特困老人

□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赵永斌 报道
本报高唐讯 “扶贫先扶智，扶智抓教

育”，12月9日，记者从高唐县教育局获悉，
该县发挥教育在扶贫扶智中的独特优势，以关
爱弱势群体为重点，推出帮扶“全覆盖”、力
防“贫失学”、提升“精准度”的教育扶贫
“三步工作法”，有力保障了全县困境家庭中
孩子的健康成长。

第一步，开展“千名教师访万家”活动，
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该县通过开展“千
名教师访万家”，对各学段贫困学生进行摸底
调查，建立贫困生的资料数据库。该县范围内
每一所学校、每一个贫困生都建立了相应的信
息资料，并根据实际情况，将贫困儿童分成三
类：一类是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和就学等困难
的儿童；二类是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

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三类是因家庭监
护缺失或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通过摸清
底数，对困境儿童分类建档，真正做到精准无
误。目前，该县因家庭贫困导致就学困难的有
324名，随班就读的需照料的73名，家庭缺失
的孤儿24名，这些困境儿童已全部分类建档。
同时，该县充分调动每所学校、每名教师的积
极性，对贫困家庭学生实行一对一帮扶，确保
每名教育干部和教师都有帮扶任务，让每一个
建档立卡的学生得到救助，教师与学生结对帮
扶落到实处，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管理，
最大程度发挥各种教育扶贫资源的作用。

第二步，多管齐下坚守底线，确保不让一
个孩子因贫失学。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
个阶段，该县均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每
一个贫困学生(幼儿)予以资助，确保不让一个

学生因贫失学。2016年，该县共发放助学金
326 . 35万元，惠及贫困学生1286人次，受助学
生1544人，受助幼儿1528人。该县还积极引导
社会各界捐资助学，多渠道筹集贫困生资助资
金，并大力推动社会力量采取“一对一”的方
式帮扶贫困学生，减少因学返贫现象发生。同
时，为做好控流保学工作，该县关注每一位学
生(幼儿)成长，加强学籍管理，防止学生(幼
儿)辍学、流失，确保他们顺利完成义务阶段
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此外，该县还设立贫困
村学生专项招生计划，支持贫困学生就读普通
高中或中职学校，并实施“一人一案”，安排
未入学适龄三类残疾儿童少年接受教育，通过
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随班就读、送教上门
等措施，切实提高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

第三步，因户因人施策，精准帮扶让“寒

门娃”共享优质教育阳光。在帮扶全覆盖和确
保每个孩子不因贫失学的基础上，该县因户因
人施策，着重从提升帮扶的精准度上狠下功
夫。在学校师生中做好教育引导、心理辅导等
工作，不歧视、不排斥困境儿童，不仅为困境
儿童减免教辅费用，发放贫困补助，提供特殊
教育和随班就读的机会，更加强了从精神层面
上精准帮扶。目前，该县各类学校已经开展下
午放学后对困境家庭儿童进行分类辅导，切实
把此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好。此外，该县还依托
职教中心，对有技能学习需求的贫困家庭免费
提供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就业技能，提高
他们脱贫致富的能力。对需要进行职业岗前培
训的贫困大学生提供短期培训，提高他们的职
业素养和就业能力，保障了贫困大学生及时充
分就业。

帮扶“全覆盖” 力防“贫失学” 提升“精准度”

高唐：教育“三步工作法”普惠寒门娃

□杨秀萍 赵玉国 李和杰 报道
茌平县七彩年轮志愿者协会的3名爱心志

愿者近日自费购买了700公斤爱心大白菜，送
到博平镇村级保洁员和贫困老人手中。

□杨秀萍 李凤国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2月6日一大早，记者在东昌府

区道口铺街道张堤口村村委会看到，前来检查的村
民在医护人员的引领下，有序地排起了长队。

道口铺卫生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防止出
现“因病返贫”情况，卫生院对困难群众展开救
助，并进行健康跟踪和干预。连日来，医务工作者
们活跃在乡间村落，深入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
扶贫下乡义诊活动，受到欢迎。

道口铺卫生院

下乡义诊扶贫

□赵丹珠 杨秀萍 报道
本报阳谷讯 阳谷县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切实维护残疾人基本生活和平等权益，助力残疾人
事业发展。

该县分类施策，对有一定劳动能力而未就业和
需要转移职业的残疾人进行技能培训，并支持、鼓
励残疾人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以创业带动残疾人
就业，增加家庭收入。2017年以来，拨付资金2万
余元，大力推进残疾人职业技能实用技术培训。

充分发挥省级优秀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示范带
动作用，拨付资金5万元，帮助更多残疾人实现就
业创业；大力支持第一书记帮包村助残致富奔小康
项目，拨付资金12万余元，帮扶170余户残疾人家
庭发展生产，增加了残疾家庭经济收入。

阳谷增强残疾人

“造血”脱贫能力

□孙亚飞 曹现龙 李昀 报道
本报莘县讯 “真不知道咋谢谢你！”12月10

日，马素峰拉着莘县莘州街道纪工委副书记杜珊珊
的手不住地感谢。

马素峰家在莘州街道尹营村，前年丈夫因病去
世，自己打工拉扯两个儿子读书生活。家庭的困境让
14岁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长子朋朋十分压抑，因与
宿舍同学发生争执，不愿再继续读书，辍学在家。

杜珊珊从2017年2月份开始帮扶马素峰一家，她
多次与社区干部及街道扶贫办的干部，一起和孩子
及其母亲促膝长谈，深入分析孩子不愿上学的原因，
并帮其规划未来的出路，常常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得知朋朋愿意学门技术后，杜珊珊马上帮其联
系到莘县职业中专学习汽修。因家庭贫困，马素峰无
力担负校企合作的就业班学费，只能先读升学班。

杜珊珊又多次到职业中专与学校领导沟通，校
方与合作企业为朋朋减免了合作费用及书费共7000
余元，让其顺利转入了就业班学习。

贫困辍学少年

重返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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