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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刘田

（0531）85193837

大众日报聊城分社、《聊城新闻》法律顾
问：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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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李 梦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路 浩

“感谢党的好政策，多亏了‘富民农户
贷’帮俺解决了大困难，不光省了好几千块钱
的利息，自从有了这家农资超市，俺的日子越
过越好，如今，俺也脱贫奔小康了。”12月22
日，在聊城市东昌府区闫寺街道北张村，村民
张科然一边和记者聊着家常，一边不亦乐乎地
打扫着自家农资超市的卫生，话里话外都充满
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和憧憬。

张科然今年50多岁，身体残疾。几年前，
两个女儿外嫁，剩下他孤身一人生活，每年仅
靠种一亩多的地养活自己。2016年，通过精准
识别，张科然被纳入到贫困户系统。通过闫寺
街道扶贫办和村里的扶贫政策宣传，张科然得
知为帮扶贫困户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政府

出台了小额扶贫信贷项目“富民农户贷”，由
财政全额贴息，贷款方便、快捷。在了解有关
情况后，他有了通过贷款开办一个农资超市的
想法，并向闫寺街道扶贫办提出了贷款4万元
的申请。

据了解，“富民农户贷”是指银行业金融
机构向有劳动能力、有致富愿望、有生产经营
项目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发放的，以加快
农村贫困人口增收脱贫为目的的贷款产品。

今年6月份，4万元贷款申请下来了，张科
然马不停蹄地开始装修、进货、开门营业。农
资超市64平方米，位于该村的主干道旁，主要
经营农药、化肥、种子等。张科然的农资超市
不仅服务周到，产品质量也好，受到了村民的
欢迎。“现在每天营业额200多元，除去成本
每天能收入70元左右，真是多亏了这笔贷款，
我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张科然高兴地说。

记者在张科然的家里看到，整个院落不仅
收拾得干净利落，还添置了空调、洗衣机。
“我正考虑再进一步扩大农资超市规模，找我
们村的几个贫困户跟我一起干。政府帮了俺，
俺也想帮别人一把。”张科然说。

在东昌府区，像张科然这样受惠于“富民
农户贷”的贫困户还有很多。今年以来，东昌
府区高度重视“富民农户贷”的宣传推广，积
极协调当地银行，通过发放小额扶贫贷款，引
导有能力的贫困户从事产业项目，让贫困户通
过自己的劳动，增强“造血”功能。

与此同时，东昌府区还抢抓被列为全省金
融扶贫重点县的机遇，推动金融扶贫产品创
新，丰富扶贫信贷产品和服务形式，积极打造
金融扶贫新格局。同时开展“金融扶贫进千
家”“问计银行”等活动，精准梳理农户企业
扶贫金融需求，主动对接辖区银行机构，以双

赢促进银行支持，目前“一户一档”为贫困群
众、农村各类经营主体建档立卡318户，与聊
城农商行等8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协议。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东昌府区扶贫贷
款额达到8354万元，其中对扶贫企业发放富民
生产贷33笔8027万元，带动了1440建档立卡贫
困户稳定增收；对贫困户发放“富民农户贷”
81笔327万元，支持新上种、养殖项目80余个，
切实增强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和造
血功能。

“通过发放小额扶贫贷款，引导有能力的
贫困户从事产业项目，增强自主创业的能力，
变‘输血’为‘造血’，提高了贫困户脱贫的
积极性。下一步在宣传好‘富民农户贷’的同
时，东昌府区将进一步扩大对‘富民农户贷’
的投放力度，让更多的贫困户受益。”东昌府
区扶贫办主任孙华伟说。

发放“富民农户贷”，加快农村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张科然开起农资超市

□ 本 报 记 者 李 梦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赵永斌 娄 晓

“俺在这里给场里打扫卫生、运鸡粪，包
吃包住，一个月还能拿到2000块钱工资，日子
越来越好过了。”12月15日一大早，高唐县赵
寨子镇朱寨村贫困户朱士义就来到大寨村的高
唐子广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忙着清理鸡舍里的
粪便，他告诉记者，养鸡场实行全自动化养
殖，干活不累。对于这份工作，他很满意。

据悉，经过3年多的发展，高唐子广畜禽
养殖有限公司逐步成了一家标准化、现代化的
丝光鸡养殖基地。在养殖业逐步发展的同时，

负责人于静优先录用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进场工作，发起成立翔宇畜禽养殖专业合作
社。“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吸纳社员，免费提供
养殖技术，带动当地养殖业发展，帮助农民尽
快脱贫致富。”于静说。

赵寨子镇通过“党委政府出点子、各村党
支部找路子、企业出资搭架子、贫困户出工挣
票子”的工作思路，动员企业参与到扶贫攻坚
中。各企业探索多种模式，拿出优惠政策和岗
位，吸纳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就业，凭借着
“劳务＋”，带领贫困户闯出了脱贫路。同
时，镇政府定期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提高贫困
人群的工作能力，全方位、多渠道地帮助贫困

群众增加收入。
“现在在镇上工业园区内的厂里做钟点

工，一个小时15元钱，时间自由，特别适合
俺。”王辛村贫困户李艳霞喜滋滋地说。李艳
霞一家靠种地为生，因为老人慢性病需要长期
治疗、吃药，生活一直很困难。王辛村党支部
书记王仲生根据她的具体情况，介绍她去附近
的平板机械厂做钟点工，时间自己掌握，也能照
顾老人，李艳霞一家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俺腿部有点残疾，外出打工不现实，现
在有了‘邻里互助’护理员这个公益性岗位，
既能照顾本村的贫困群众，做点力所能及的
事，还能挣钱补贴家用，非常满足！”35岁的

姜家铺村贫困户薛金刚脚部有些残疾，今年参
加了镇残联组织的残疾人实用技能培训后，应
聘了“邻里互助”护理员公益性岗位，为年龄
较大的贫困老人提供日常照料服务。这项工作
既提升了贫困老人的健康系数和生活质量，也
让参加护理工作的贫困人员有了固定收入。

在高唐县，通过“劳务+”，找到岗位燃
起生活希望的贫困户为数不少。目前，高唐县
已通过“公益岗位+贫困户”“企业+贫困户”
“项目+贫困户”“支部+合作社+贫困户”
“支部+电子商务+贫困户”“合作社＋基地＋
贫困户”等多种模式，让越来越多的贫困户摘
掉了贫穷帽，走上了脱贫路。

“劳务+”让朱士义有了稳定收入

□ 本 报 记 者 杨秀萍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郭素颜

12月23日一大早，阳谷县大布乡丁庄村村
民丁亭，像往常一样赶往离家不远的山东万杰
龙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打工。

现年26岁的丁亭，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生
活不能自理，一家人就靠种地生活，是村里的
贫困户。

“丁亭的身体也不太好，但好在他有劳动
能力，在这里做养生垫的填充工作，活儿不
累，每月能收入近3000元。”山东万杰龙汽车
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吉杰告诉记者，在他们
公司，像丁亭这样的贫困户共有15个，计件工
资，月收入平均在2000到3000元。

作为“中国汽车坐垫第一城”，目前阳谷
县从事坐垫编织及相关产业的人员约有10万
人，年可加工汽车坐垫1200万套，产量占全国
手编汽车坐垫市场的三分之一，年产值达20亿
元。阳谷县发挥汽车坐垫特色产业的辐射带动
作用，促进扶贫方式由“输血式”向“造血
式”转变，以持续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为核心，
以培育发展壮大产业为根本，实现了贫困户增
收，企业增效双赢的良好局面，被聊城市列为
特色产业扶贫项目之一。

“该产业最大的特点是灵活性强、从业门
槛低，群众在家就可手工编织，适合家庭妇
女、老年人等不方便外出打工的人群。”阳谷
县扶贫办副主任赵丹珠介绍，该县充分发挥手

编汽车坐垫的优势，鼓励企业在农村建设加工
车间，吸纳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据初步统
计，阳谷县汽车坐垫产业共带动建档立卡贫困
户1324户3820人增收。

为了让贫困户尽快掌握脱贫技能，阳谷汽
车坐垫产业龙头企业张平汽车饰品有限公司还
自筹资金200万元，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汽车坐
垫生产技术培训基地，每年为全县贫困人员免
费进行技术培训，无偿发放坐垫编织技术资
料，先后培训合格学员近万人。

目前，阳谷县坐垫产业形成了从原料、辅
料、半成品到成品配套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从
丙纶丝生产到坐垫外包装生产，产业链不断拉
长，实现了社会化分工协作。按照精准扶贫要
求，阳谷县坚持精准施策，对有一定劳动能力
可短期离家的贫困户，吸纳其到附近坐垫企业
务工或让其从事坐垫运输增加收入；对有一定
劳动能力、年龄稍大、不能离家外出的贫困
户，通过送料上门让其通过手工编织增加收
入；对有一定文化、熟悉网络的贫困户，让其
通过上网从事销售增加收入。

为使汽车坐垫产业在更大范围惠及贫困
户，阳谷县还在充分利用原有企业、投放点的
同时，投入500万元资金在金斗营镇、寿张镇
等镇建设了5个加工车间，其中4个车间已投入
生产，预计将带动70余名贫困户增收致富。

阳谷县依托阳谷电商产业园、阿里巴巴农
村淘宝、“云书网”等电商平台，利用200万
元电商扶贫资金，支持电商与贫困村、贫困户

结对，走“互联网+”的新路子，让贫困户通
过销售坐垫致富。

据介绍，下一步，阳谷县还计划在每个乡

镇(街道)选择2-3个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建设
加工车间，组织贫困户就近参与，预计每人年
收入4000元以上。

灵活性强 从业门槛低 收益可观

小坐垫带动近4000贫困人口增收

□记者 孙亚飞 报道
本报高唐讯 日前，高唐县推行和运用大数

据监督系统，聚焦基层民生领域，深入挖掘问题
线索，实现对城镇低保、扶贫攻坚等多项惠民政
策的精准监督。高唐县纪委主要负责同志说：
“正所谓‘人在干，云在算’，惠民政策领域是
某些基层干部眼中的‘唐僧肉’，极易发生蝇
腐。大数据下的精准监督，使我们找到了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好抓手。”

高唐县纪委围绕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这个重点，针对群众密切关注的领域，加强
监督执纪问责力度。

高唐县纪委为落实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
每年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重点研究危房改造、低
保户申报等方面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逐级签
订责任状，落实“两个责任”，并组成由纪委牵
头的督导组，开展不定期的督察工作，及时发现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定期地对扶贫工作人员
进行约谈、函询等。同时，重点查处在认定扶贫
对象过程中和扶贫项目建设验收、脱贫验收中弄
虚作假及虚报扶贫项目和套取、骗取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现象与冒领、私分贫困户扶贫补贴资金和
截留、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以及违规使
用扶贫资金、盲目上项目等问题。

此外，高唐县纪委还强化问责机制，严格责
任追究，坚持“一案多查”，对在扶贫领域中把
关不严、优亲厚友及充当保护伞等问题严肃查
处，绝不姑息。针对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的
情况，坚决问责相关部门及个人的责任。对于发
现的违规违纪，高唐县纪委充分发挥惩处的震慑
作用，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查严处扶贫工作中
出现的腐败行为。

大数据监督系统确保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人在干，云在算”

□杨秀萍 焦松青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2月19日下午，第二届聊城市

家庭服务业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聊
城市广播电视总台举行。

本次大赛以“巾帼家政服务，温暖千家万
户，助您就业脱贫”为主题，分为初赛、复赛、
决赛三个阶段，涉及家政服务员、育婴师、养老
护理员三个专业。聊城市共有48个代表队的144
名选手参加了理论知识考试、实际操作考核等环
节的比赛。最终，聊城阳光大姐9号队和东昌学
院勇往直前队获得一等奖。

据了解，本届家庭服务业职业技能大赛由聊
城市妇联、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市商务局、市服务业管理办公室、市广播电
视总台联合主办，市家庭服务业协会承办。本次
大赛，是对全市家庭服务企业和家庭服务从业人
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对
家庭服务行业形象的一次充分展示。通过这次大
赛，将更好地推动聊城市家庭服务业向规范化、
职业化、标准化发展。

家庭服务业

职业技能大赛落幕

□陈清林 报道
阳谷县阿城镇阎庄村村民刘艳英、夏明华等在编织汽车坐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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