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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高 博

“别看俺腿脚不行，可拿起针线来一点儿

不比年轻人差。淑华三天两头往俺家跑，教俺

编织，给俺拿材料，加工费还送上门。手拿

‘红线’，日子有奔头……”元旦前夕，在茌

平县肖庄镇高营村，72岁的卢兰英接过镇妇联

副主席孟淑华送来的一批新货，感激之情溢于

言表。

卢兰英老伴康思平现年79岁，患有脑溢血

后遗症，瘫痪在床12年，卢兰英患有严重关节

炎，行动不便。他们家是村里的贫困户。2017

年，卢兰英被纳入县里开展的“互联网+”传

统手编产业培训“巾帼脱贫行动”，对她这种

不方便集中参加培训的贫困户，由妇联派专人

送技术、送材料到家。2017年以来，卢兰英足

不出户搞加工，月收入稳定在1000元左右。

茌平县妇联在确保贫困妇女享受普惠性政

策培训、精准化培训、针对性培训的基础上，

了解培训需求和市场行情，开展了“互联网
+”传统手编产业培训活动。

针对无电商需求的妇女，县妇联依托县妇

女手工编织协会进行手工编织培训，首先对乡

镇妇联兼职副主席进行结编技能培训，再由她

们根据各地情况组织集中或送技上门培训。学

成后“来料加工”，做到“零门槛、零库存”

的居家创业就业，实现增收致富努力形成培育

一批、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的效应，达到全面

脱贫。
2017年茌平县“互联网+”传统手编产业

培训班共开班14次，覆盖14乡镇（街道），共

计1000余名农村妇女参加了免费培训。在各乡

镇（街道）有1000多名妇女专门从事手工编

织。

通过参加技能培训，70%以上的受训妇女

能独立完成手工产品。目前产品除在本地销售

外，还远销国外，并在几家网站开起了手工编

织旗舰店。同时，通过培训，成功开通网站、

手机微店的妇女超过两成，几位销售红人月销

售额超过3000元。

茌平县妇联开展“互联网+”传统手编产

业培训“巾帼脱贫行动”，是茌平县协调行业

部门，多方发力促脱贫的一个典型案例。2017

年，茌平县投入资金1345万元，改造贫困户危

房457户，改造资金除住建部门的补贴外，采

取了县财政全部兜底的方式，彻底解决了贫困

户因缺钱而改造不了危房的问题，确保贫困户

住房有保障；实施“雨露计划”，审批符合

“雨露计划”的学员47人，发放补贴14 . 1万

元，县委、县政府每年拨付30万元开展助学活

动，县委统战部、团县委、县民政局等部门也

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为贫困学生上学加油助

力；信发集团捐赠资金303万元，连续两年对

家庭贫困和成绩优秀的中考、高考学生进行了

资助；针对全县因病致贫占比高的实际，“一

人一档、一户一册、一村一本”建立健康档

案，组建480支家庭医生责任团队，以乡镇

（街道）为单位与辖区内所有通过精准识别的

因病致贫群众签订了协议书，并定期进行随
访；新增28家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工作，通过产

业扶贫、就业扶贫等形式，带动101个村庄的
278户贫困户发展生产，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转移劳动力92人。

2017年茌平县“互联网+”传统手编产业培训班覆盖14乡镇（街道）

千名妇女手工“编”出特色致富路

□记 者 孙亚飞
通讯员 商 贺 朱艳荣 报道

本报阳谷讯 “党的十九大报告暖人
心，精准扶贫要发力。《燕王扫北》刚唱
完，再来一段梆子戏。”元旦前夕，在阳谷
县狮子楼街道东老董庄村，青年豫剧团团长
闫勇刚念完一段原创的定场诗，台下的村民
中就响起了喝彩声。冬季的乡村寒意逼人，
村里的百姓却扶老携幼赶来，戏台前人头攒
动，掌声笑声不绝。

这是阳谷县青年豫剧团在狮子楼街道开
展的为期8天精准扶贫“送戏下乡”的一个镜
头。在一个村一天的巡回演出中，通过传统
的豫剧、梆子戏等传统戏曲剧目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宣传、脱贫政策宣讲相结合，收到了
预想不到的效果。

“俺觉得这样的演出挺有意思，原来唱
戏都是光演老剧本，现在和上级政策宣传联
系起来，乡亲们更愿意听，也更愿意看。”
东老董庄村党支部书记董典付说，“尤其是
剧团关于‘扶贫帮贫’的定场诗，真是朗朗
上口，连村里的小孩儿听上两遍都会背
了。”

舞台上正上演着《对花枪》的传统豫
剧，而吸引人眼球的，除了演员的精彩唱段
和悠扬的器乐声，舞台中央的“精准扶贫送
戏下乡”的鲜红标语也成了大家瞩目的焦
点。“文化扶贫就应该接地气，尤其是结合
地方特色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内容，对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宣讲、对扶贫政策的宣传会更
容易被老百姓接受。”狮子楼街道宣传委员
李旭亮说。

“这回下乡演出，明显感觉到老百姓对

于文化的需求是很迫切的。”闫勇告诉记

者，巡回演出每天要转一个村，一个村光一

个大的传统节目就要2个小时，而在节目演出

中穿插的定场诗、小节目，更是给观众们带

来了新鲜感和吸引力。

“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乡亲们，咱们

下次再见。”演出在热烈持久的掌声中落

幕，演员们收起了临时搭建的简易舞台，村

民们却久久不愿离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要靠人，而

鼓励人、引导人，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可以

发光发热的领域。我们要让文化扶贫的力

量，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发光发热。”

闫勇说。

阳谷县推进村级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
大对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丰富群
众文化活动，解决群众的精气神儿不足问
题。按照“政府买单、文化惠民、群众受
益”的原则，投入资金177万元，与阳谷青年
梆子剧团签订600场演出合同，在全县18个乡
（镇、街道）巡回演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戏曲，为群众送上丰盛的文化大餐，同时激
励贫困户干事创业、自力更生、致富脱贫的
勇气。

大力支持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拨付资金
12 . 8万元，为全县18个乡（镇、街道）167个村
发放了便捷式拉杆音响167台，进一步完善了
农村文化设施，满足了广大农村群众开展文
化活动的需求，让广大农村群众真正享受到
文化发展的成果。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扶贫政策

送戏下乡提振农民精气神儿

□ 本 报 记 者 李 梦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赵永斌 董 曌

“在政府扶持下，建了2个甜瓜大棚，一
年收入4万多元，日子过得宽裕了！”元旦前
夕，说起村里的扶贫大棚，51岁的张启良乐得
合不拢嘴。

张启良是高唐县杨屯镇杨西村的贫困户，
别看他文化程度不高，但要说起搞大棚甜瓜种
植，他却头头是道。在杨西村，一提张启良，
村民都称赞他是远近闻名的“甜瓜王”。

“经常有老师来给咱老百姓讲授农业知
识，可有耐心了，俺不明白的问题老师都能一

一解答。”张启良告诉记者，他其实也是大棚
种植的门外汉。自从镇政府组织开展设施农业
培训以来，张启良积极参加培训，从大棚的搭
建，到瓜菜的选种、育苗、栽培管理，他一步
步学起。有时书看不懂，他就看光盘；光盘上
没有的他就看书，实在不懂之处，他就向老师
请教。很快，他便掌握了大棚种植技术，再加
上政府给予贫困户的帮扶措施，使他更坚定了
实现心中的“大棚致富梦”。

说起张启良的“大棚路”，并非一帆风
顺。“咱上有老下有小，够吃够喝就行了，哪
敢冒这风险？万一赔了呢？”面对妻子的担
心，他从未放弃。他“盯在”大棚里，每一个

环节都脚踏实地地去做。从配制营养土、装营
养钵，到浇水下种、温度控制，他做得一丝不
苟。新苗出土了，他像照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精
心呵护。瓜苗移栽过程中，他采用大棚内整地
打岗、黑色药物地膜覆盖新技术。每亩可栽种
2000棵左右，一棵可结果3—4个，每个瓜重一
斤多。由于他选的品种成熟早，成色好，皮厚，
耐拖运，又无公害，含糖量高，能卖上好价钱，张
启良便成了杨屯镇远近闻名的“甜瓜王”。

张启良种瓜成功了，腰包逐渐鼓了起来，
但他先富不忘带后富。在他的带动下，同村的
李华强、王荣合等贫困户也开始种植甜瓜。张
启良经常给他们传授技术，并到各户大棚里进

行技术指导。特别是他通过村里的广播，举行
大棚栽培技术讲座，组织部分村民观看大棚瓜
菜栽培光盘，深得群众好评。

“这都是政府的政策好！俺以前是贫困
户，承包大棚种植，不仅租金低，还免费提供
生产资料和技术指导，俺可算是摘了穷帽
了！”张启良说，“水、电、化肥和技术都免
费给俺提供，还给找销路，真是省事又省心，
俺现在奔小康了，一定得回报政府！”

在杨屯镇，有不少像张启良一样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依靠扶贫甜瓜大棚，就实现了自
身脱贫。他们又带动其他贫困户致富，形成良
性循环。

建2个甜瓜大棚，一年收入4万多元。贫困户张启良———

农业培训让门外汉成“瓜王”

□ 本 报 记 者 孙亚飞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高 博

元旦前夕，茌平县七彩年轮志愿者协会的
志愿者赵利，收到来自山东理工大学学生崔卫
慧的微信。崔卫慧在微信中说，感谢七彩年轮
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和各位好心人的帮助，如
今她在学校里勤工俭学，能够解决自己的生活
问题了，协会不用给她寄钱了。她希望协会能
将省下来的钱，去帮助那些比她更需要帮助的
人。她还承诺，自己一定好好学习，毕业后，
也要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这条微信的背后，是七彩年轮志愿者协会
对其学业、生活无微不至的帮助。

2016年初，茌平县七彩年轮志愿者协会接
到茌平一中一位老师反映的情况：每当开饭
时，学生们通常三五成群地在一起吃饭，但有
一个女生自己一个人躲在一个角落里，低头啃
着馒头，吃着咸菜疙瘩，喝着食堂提供的白开
水。她从不与人交流，看起来性格十分孤僻。
这个女孩就是崔卫慧。

在征得校方同意后，协会志愿者赵利、薛
伟，在午餐时间到食堂找到了崔卫慧。经过几
次反复沟通，崔卫慧终于向志愿者们敞开了心
扉。她告诉志愿者，母亲因患乳腺癌不幸离
世，为了给母亲看病，家里负债累累。她不愿

将自己的家庭情况告诉别人，怕别人看不起自
己。谈话间，小崔几次擦拭眼角的泪花。

在崔卫慧班主任的帮助下，协会的志愿者
找到了崔卫慧的家。简陋的房屋，没有一件像
样的家用电器，破旧的桌椅凌乱地摆放在家
中。然而，志愿者却在屋子里发现了满满一墙
的奖状。了解情况后，协会开始商讨帮扶方
案，除了“十元未来”扶贫众筹助学的帮扶计
划外，通过积极争取和多方协商，协会为女孩
争取到一家爱心商家的支持，今禧豆浆快餐的
经理同意每天为女孩提供免费的饭菜，直至高
中毕业。

2017年夏天，小崔考入了山东理工大学，
茌平县扶贫办为她申请了信发集团的全额助学
金，解决了大学的学费问题。

七彩年轮志愿者协会会长朱广彬介绍：七
彩年轮志愿者协会是茌平县首家正式注册的爱
心公益组织，目前共有志愿者3600余名，正式
志愿者486名。城区志愿服务小组9个，乡镇志
愿服务站10个，社区志愿服务站4个。2017年
共开展志愿服务160余次，参与的志愿者达到3
万余人次。目前协会共资助了55名贫困学生，
与85位贫困孤寡失能老人结成帮扶对子，捐出
现金及爱心物资达20余万元。同时参与运作政
府发起成立的爱心众筹平台，针对农村贫困留
守儿童、孤寡老人、残疾人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

七彩年轮志愿者协会资助55名贫困学子

元旦前夕，七彩年轮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为贫困家庭的小学生送去棉衣。

□孙亚飞 张波 邱琦 报道
本报高唐讯 连日来，高唐县三十里铺镇焦庄

村贫困户焦石田心里一直美滋滋的。说：“有了镇
政府给俺送来的过冬清洁煤，这个冬天不再害怕寒
冷天气啦，清洁煤燃烧起来不仅没有异味，还暖
和。”

原来，每年天气一转冷，焦石田心里就会犯
堵，眼看着左邻右舍相继准备好过冬的煤，自己却
没有钱购买，便会发愁这个冬天该咋过？年过七旬
的焦石田无儿无女无老伴，独自生活，身体有病需
常年吃药，还不能干重活，仅靠几亩农田孤独生
活，是村里典型的贫困户。

就在焦石田独自犯愁时，焦庄村党支部书记焦
来树来了，他告诉焦石田，镇政府派人给他免费送
来半吨清洁煤，让他无忧过寒冬。“有了这些清洁
煤，焦石田可以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了，解了燃眉之
急后，老人的心情也好了。”焦来树感慨。

据了解，如今在三十里铺镇像焦石田一样，所
有贫困户全部收到了镇政府的爱心清洁煤。“为了
让贫困户温暖过冬，三十里铺镇财政拿出近30万
元，为全镇36个村的620户贫困户送去了免费清洁
煤，每户半吨。”该镇党委书记张立民介绍。

近年来，该镇不断加大扶贫力度，扎实推进扶
贫项目实施，确保所有贫困群众受益。为了改善贫
困村的基础设施，该镇加大投资力度，帮助贫困村
完成硬化路面60公里，打机井260眼，修桥110座；
投资60多万元为两个省定贫困村免费安装自来水，
投资600万元对13个村的电网进行了升级改造，为
108户危房贫困户完成房屋改造。同时，该镇创新
金融扶贫模式，鼓励企业参与帮扶，旺源养驴合作
社与24户贫困户签订了帮扶合同，每年为贫困户发
放3600元的扶贫金。

三十里铺镇———

为620户贫困户

送去免费清洁煤

□杨秀萍 路浩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日前，聊城市东昌府区科协在全

区农业、畜牧、医疗等领域，选取了20名专家组成
科普扶贫提质专家团，启动了科普扶贫提质专家行
动。

专家团成员依托自身职业技术优势，通过农技
指导、养殖培训、公益医疗、品牌建设咨询、专业
资源共享、发展规划制定及建议等方式，对全区贫
困村和贫困户实行定点、结对帮扶。

据统计，自活动开展以来，各专家共深入贫困
家庭开展科普脱贫帮扶活动40余次，帮扶人员达
300余人次，为全区脱贫攻坚事业注入了科普动
力。下一步，东昌府区科协将重点聚焦全区贫困村
优势产业，实施科技培训，科普宣传，助推扶贫开
发，建设一批具有一定优势和鲜明特色的农业科普
示范基地，培养一批农村科普致富带头人，提高贫
困村的良种应用率和实用技术普及率，提高农民致
富能力，助力精准脱贫。

东昌府区———

科普扶贫到农家

□孙亚飞 郭洪广 报道
本报高唐讯 “昨天刚卖了1200多斤天南星，

净赚3000多元，加上麦收后麦子的收入，可赚7000
多元。还有2亩栝楼，可收入6000多元，还有俺平
时在合作社打零工挣的钱，今年可收入2万多元
呢！”1月1日，正在地里收割栝楼的固河镇李庙村
村民王元文高兴地说。

今年40岁的王元文，妻子有精神残疾，两个女
儿上学，全家4口人全靠他一个人养活。2017年，
在立才中药材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王立才的引导和帮
助下，王元文种起了栝楼、天南星等中药材，走上
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我们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由合作社向农户提供药种苗和种植技术，还负责往
外销售，农户没什么风险，利润还高。”王立才说。

如今，中药材种植已经成为固河镇广大贫困户
脱贫增收的重要渠道。此外，为了便于贫困户将种
植的中药材销售出去，该镇还在李庙、张桃、张浩
等村建有中药材集散中心，打造“产、购、销”一
条龙服务平台。据了解，目前全镇从事中药材种植
脱贫的农户达600余户，户均增收7000多元。

种植中药材

走上脱贫致富路

□姚庆龙 报道
本报临清讯 为进一步开阔眼界，练就致富真

“本事”，元旦前夕，戴湾镇牛庄村第一书记姚军
磊组织11名农民赴济南市济阳县、商河县，开展农
业扶贫观摩培训活动。

观摩人员一行先后参观了济阳县田园牧歌现代
农业示范基地、商河县安信种苗基地、商河县农耕
文化馆、商河县O2O电商体验平台等，现场听取了
各观摩单位负责人的具体介绍。在济阳县参观期
间，观摩人员与田园牧歌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负责
人、济南市直单位派驻济阳县三名驻村第一书记进
行了座谈，双方相互交流了在转变发展思路、促进
致富增收、第一书记工作心得等方面的经验，解答
了部分贫困户如何致富增收，少走弯路等方面的困
惑，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在济南市滨河集团帮包村——— 济阳县新市镇路
楼村，观摩人员参观了该村扶贫产业项目“伟东藤
艺编织路楼村扶贫加工站”，观看了路楼村贫困户
藤艺编织技术，与他们交流了脱贫致富经验。姚军
磊说：“扶贫先扶志，贫困户脱贫致富，有‘意
识’更要有‘本事’，这一次组织贫困户外出参观
学习，获益良多。接下来，牛庄村将从发展扶贫产
业项目入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带领全村人民共同致富奔小康。”

第一书记带领农户

取致富真经

茌平县博平镇的姜玉春(左二)在和姐妹们交流汽车坐垫编织技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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