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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鸣 报道
近日，在淄博市淄川经济开发区北苏社区，张玉芳（中）正在

展示她的十字绣新作“八骏图”。
制售十字绣是贫困户张玉芳家唯一的经济来源。近期，结对扶贫

干部采用“自媒体+”模式，通过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传播途径为张玉
芳的产品打开了销路，使产品供不应求，每月收入增至1600元以上，
为实现脱贫找对了出路。日前，该开发区正在组织有条件的贫困户进
行十字绣工艺培训，将其形成产业扶贫新模式，加快脱贫攻坚步伐。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徐琦 报道
本报滕州讯 连日来，滕州人的朋友圈被“跪冰救人”视频刷

屏。2月5日下午三点半左右，在荆善安居小区北邻荆河转弯处，两
名男子在河边散步时不慎掉入河中，瞬间冰冷的河水漫过头顶。情
急之下，家住荆河北岸200米、66岁的市民王孝先脱下外套跪在冰
上救人，在邻居杨坤等人的协助下将两名落水男子成功拖上了岸。

8日上午，记者来到事发地，发现河面上漂浮着几块破碎的
冰，距河岸约十米的河面上有个冰窟窿，一旁散落着救人时使用的
竹竿。与记者同行的王孝先说：“太险了！要不是我老伴发现有人
落水，情况真不好说啊！”

原来，2月5日下午，王孝先的老伴闵女士和其他几位村民在河
岸边小广场练拳。三点半左右，两个男子在河边散步。看着他们朝河
面上走去，闵女士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别掉河里面。“他俩可能没听
见，在河面上越走越远。哪曾想，‘哐’一声，冰碎了，俩人掉河里了。”

看见有人落水，闵女士连忙去岸上喊人、找工具。王孝先听到老
伴的呼叫，赶紧赶往河边救人。他的邻居、在河岸边做生意的年轻人
杨坤也加入到救人队伍中去。到了河边，杨坤第一时间拨打了110。

其间，水中的俩男子一个劲扑腾。王孝先二话没说，脱下外套
和棉鞋，趴在冰面上向落水者挪过去。他一把抓住高个的落水者，
使劲往上拽。杨坤紧紧地抓住王孝先，配合他救人。最后关头，岸
上村民丢过来一根粗绳子，王孝先在杨坤的配合下，成功将两名落
水男子救起，并在赶来的公安人员的协助下，送往医院就诊。

救起落水者后，王孝先赶紧回家换衣服、泡脚，杨坤的两部手
机也因进水不能使用了。

事发后，网友拍摄的视频在朋友圈引起轰动，大家纷纷为王孝
先、杨坤“跪冰救人”的举动点赞。

“跪冰救人”的善举是滕州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上善之州
结下的硕果。记者从滕州市委文明办了解到，2016年度，全市有6
人荣登“中国好人榜”，入选人数位居全省县级市第二位。

近年来，滕州市大力弘扬善文化，开展“做尚善有礼的滕州
人”等特色活动，每年组织开展最美滕州人、道德模范等评选活
动。前不久，在评选的100名枣庄好人中，滕州占了35名。

滕州市委书记邵士官告诉记者，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腾飞
之城、上善之州”，就是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
硬”，要积极开展各类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学有榜样，推动公民道
德建设向基层、向纵深发展。

滕州弘扬传统文化打造“上善之州”

66岁老人“跪冰救人”

刷爆朋友圈

□本报记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王家宏 陈洪福

“恁这闺女，工资也不多，还花这个
钱！”2月4日正值立春，寒风料峭，但莒县库
山乡马家官庄村王京兰大娘家却暖意融
融。王大娘拉着孙忠慧的手聊着家长里短，
慈祥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春节临近，像孙忠慧一样，莒县上万
名党员干部都忙着到自己所联系的农村困
难家庭中“走亲戚”。孙忠慧是莒县农业
局的工作人员，趁着周末时间，她与单位
的几名同志相约一起来到了离县城40公里
远的马家官庄村“走亲戚”。

“以后再也不用愁下大雨、刮大风
了，还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好呀！”81岁的
段友竹逢人便夸他的新房子。

家住莒县碁山镇小咸服村的段友竹，
是县住建局陈维金结的“亲戚”。陈维金
在“走亲戚”过程中发现，段友竹家房顶
上铺着用于遮雨的薄膜，斑驳的土墙上面
裂缝随处可见，近60年的老房子已成为名
副其实的危房。

回来后，陈维金联系村庄社区给段友

竹申报危房改造补助。经过村庄评议，社
区审查，乡镇审核，房屋建设，如今段友
竹已住上了“安全房”“放心房”。

“不光逢年过节来看望，家里的大小
困难也都帮着解决，这样的亲戚俺愿意多
结几个咧！”段友竹感动地说。

从2016年开始，莒县把脱贫攻坚与联
系服务群众、转变干部作风、深化党员教
育有机结合起来，创新开展“万名党员干
部结穷亲”活动，党员干部与贫困群众一
对一“结对子”，在加强日常联络帮扶的
同时，还把“七一”、中秋和春节三个重
要节日作为固定活动日，主动到所联系的
困难家庭中走访慰问，解民困、送温暖。

两年来，莒县党员干部通过持续走访
关心，与所联系的困难群众结下了难分难
舍的亲情。从刚开始的“要我走访”变为
“我要走访”，党员干部养成了隔三差五
“走亲戚”的习惯，远在乡村的那些“穷
亲戚”成了他们放不下的牵挂和担当。

“自打前年与李大爷家结了‘亲戚’，
逢年过节不过来看看，还真惦记着。”莒县
交通局的张传振没等莒县县委组织部下发
正式通知，就提前来到了自己在长岭镇双
墩埠村的“亲戚”李洪波家中。

路越走越短，情越走越浓。在莒县，“万
名党员干部结穷亲”活动已成为党员干部
联系服务群众的一项常态化机制。截至目
前，党员干部累计为困难群众送钱送物达
750余万元，帮助解决实际困难12000余件。

“这样的亲戚俺愿意结！”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吕晓滨 李荣新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感谢党和政府关心，

还给俺送来油面和300元钱。”“以后有
困难啥的，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2月10
日，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干部王树斌来
到杀胡同村81岁贫困户赵云肖家中，送去
新春“年货”。

赵云肖老人孤身生活了一辈子，老来
得了高血压，肺心病，常年吃药，只靠低
保金等政策性收入维持生活，今年被纳入
享受政策的低保贫困户。

同日，滨城区工商联党组书记王玉兰

也来到杨柳雪镇南陈村郑茂林等五个贫困
户家中结对“认亲”。这是滨城区开展千名
干部扶贫帮包活动的一幕幕温暖画面。

9日至10日两天时间，滨城区844名机
关干部走村入户，与3359户6028名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面对面详细询问家庭、收入和
务工就业等情况，送去70余万元的油、
米、面、棉被等“年货”。

43名在职区级领导帮包7个乡镇 (街
道)、213户贫困户；598名乡镇(街道)干部
结对帮包2452户贫困户；203名区直机关干
部结对帮包907户贫困户。发挥机关党员
干部在扶贫帮包中的作用，滨城区针对

6028名贫困人口中老年人占比高，因病、
因残致贫占比高，学历低等现状，创新实
施区级领导、乡镇 (街道 )、区直部门、
“第一书记”和村(居)干部“五级联动”
工程，发动各方力量参与到扶贫帮包活动
中，点对点“织”起扶贫帮包“网”，让
每个贫困户都有机关干部帮包，实现帮包
全覆盖。

户与户不同，人与人有别。不仅摸透
贫困底子，还要做到帮扶对症施策。按照
“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原则，精准发
力，开展帮技能、帮劳转、帮产业、帮协
调、帮教育等适宜贫困户的帮扶形式。对

每次入户帮包工作时间、存在问题，帮助
解决事项，微心愿等情况详细进行记录，
以图文的形式上传“滨州扶贫”手机APP
系统信息平台，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
段，对扶贫对象、致贫原因、脱贫要求、
扶贫方式等情况汇总完善，建立数据库，
让帮扶过程全程记录，帮扶进展全程在
“网上”直播。

“牢牢抓住‘帮扶谁、去干啥’两个关键
点，让贫困群众增收致富，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
社会的目标。”谈起千名干部扶贫帮包活动
的开展，滨城区委书记张宝亮说。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胡克潜 李倩 报道
本报汶上讯 临近年关，汶上县郭楼镇营墙村村民徐宪义家暖

意融融。身着红色马甲的汶上县佛都志愿者和徐宪义老两口围坐一
圈，擀面、和馅、包饺子，忙得不亦乐乎。“志愿者怕俺一家老小吃
不上饺子，专门来给俺包顿饺子。”徐宪义吃着饺子，感激地说。

徐宪义今年75岁，儿子十多年前在青岛打工时发生意外去世，
儿媳改嫁，至今杳无音信，只剩下老两口和孙子相依为命。“家里
收入少，舍不得买年货，多少年没好生过个年了。”老徐说。

为让孤寡老人和贫困儿童过一个欢乐、温暖的春节，汶上县佛
都志愿者协会发起“十元年夜饭”活动，通过网络、微信、街头义
卖等形式为贫困家庭募集爱心物资，用每位爱心人士捐出的10元爱
心资金，为困难家庭送去了大米、食用油、面粉和肉馅等年货。

“‘十元年夜饭’是我们协会开展的一项特色公益活动，从
2012年开始已经连续办了六届。今年共募集爱心捐款20000余元，为
70户困难家庭送去过年物资。”佛都志愿者协会会长王素华介绍
说，“今年，我们还根据老人和孩子的需求，陪他们一起包顿饺
子、打扫下屋子、陪孩子读读书，给予他们更多精神抚慰。”

汶上：70户困难家庭
吃上“十元年夜饭”

每个干部至少帮扶一个贫困户
滨城区：千名干部上门“结亲”3359家贫困户

□记者 杨国胜 都镇强
通讯员 刘明志 报道
本报临朐讯 2月4日一大早，“青春

扶贫·情暖鸢都”送温暖集中行动来到临朐
县柳山镇魏家村村民王振国家。4000元的
救助金和米、面、油等生活用品让王振国备
受感动。

王振国目前正在潍坊经贸职业学院读
大三，家庭情况较为困难。几年前，父亲因
突发脑溢血失去劳动能力。两年前，母亲又
患上了淋巴癌，为治病家里欠下了十几万
元的债务。

“由于王振国的家庭属于因病致贫，父
母没有劳动能力，无法用产业带动脱贫。村
里为他们一家三口入了低保，每月有600多
元的补助。同时，我们还与其结成对子，逢
年过节都会送钱送物，给予他们家关怀。”
潍坊市农业局驻魏家村第一书记冯建鹏
说，他们还针对村里的贫困户引进了加工
手工塑料花项目，利用村里废旧学校建立
扶贫加工车间，促进村民增收。

给特困人员发“红包”，是临朐县年底
筹备的大事。记者了解到，该县筹集资金
435万元，为残疾人、特困人员等及时发放1

月份各项社会保障补助，惠及15483户23226
人次；安排专项资金50万元用于春节期间
特困群众走访慰问；安排专项资金10万元
用于走访慰问贫困残疾户；筹集资金21万
元用于走访慰问困难优抚对象，改善困难
优抚对象基本生活。3262人次城乡低保对
象、特困供养人员、孤儿及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享受“一站式”直接医疗救助服务，救助
金额268 . 3万元。

1月25日，“绽放吧花儿”大型公益活动
暨微心愿发放走进临朐县泛海希望小学，
为学校100名贫困青少年带去了爱心糖果、

助学金等“微心愿”新年礼物。新春到来之
际，临朐县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
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建立“一对
一”关爱帮扶制度，发放基本生活费89 . 79万
元。

此外，春节前夕，临朐县全面落实城乡
低保、特困人员供养、城镇三无人员供养、
孤儿基本生活费、残疾人“两项补贴”等社
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开展“暖家行动”

“爱心助学行动”、走访慰问活动，全力保障
各类困难家庭过好佳节。

临朐：新春“大礼包”情暖困难群众

□陈洪福 报道
莒县住建局瀚森园林公司员工到碁山镇大林茂村林德顺家走访。

广告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李 峰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没想到这么多特色农

产品。”年关将至，淄博义乌小商品城人流
如织，市民争相购买大米、西红柿等特色农
产品作为年货。这些农产品来自高青县，80
多种。市民此次能大饱口福、眼福，得益于
高青县95名第一书记联手组织的一次活
动——— 高青第一书记脱贫攻坚公益活动。
第一书记们亲自代言推销，铺就了农产品
从乡间到城市的“快车道”，架起了助力农
村贫困户脱贫增收的“连心桥”。

活动于1月27日开幕，持续至2月8日。展
销区以各镇(街道)为单位划分34个展区，农
副产品、手工制品、文化产品、旅游产品应
有尽有，多数是高青贫困户参与生产。常家
镇的胭脂米、青城镇的空心面、花沟镇的桑
芽茶、木李镇的黄金梨等特色农副产品集
中亮相，俨然是一个“春节年货大集”。

高青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农
产品口感、营养、质量都没得说，但是，酒香
也怕巷子深。贫困村受经济和思维制约，很
多特色农产品找不到合适的销路。

该县作为淄博市脱贫攻坚工作主战场

之一，第一书记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扶贫攻
坚工作中，高青县市派“第一书记”临时党
支部研究决定，以展销会的形式解决特色
农产品销售难题。

年货大集上，第一书记们现场推介自
己代言帮扶村的农产品。第一书记刘蓝山
带来了特色芹菜：“我们村的花东水果芹
菜，用清水洗一洗就可以生吃，口感好。
我们想借助这个平台，让更多市民认
识。”“通过第一书记代言，我们农户的
产品销路拓宽了，收入增加了。”青城镇
农民马学明说。

蒲编、扫帚、虎头鞋等现场制作，也
备受市民关注。憨态可掬的全手工“虎头
鞋”，每双20元，出自86岁的刘桂凤之
手，她特意从青城镇豆腐陈村赶来参加活
动。“我从结婚后就开始编草鞋，已经干
了15年。”42岁的任春花现场编制蒲草
鞋，每双45元。在这里，市民既能买到绿
色放心的扶贫产品，又能为贫困群众奉献
一份爱心。活动结束后，将从所售产品收
入中拿出一部分设立“第一书记”扶贫基
金，举办扶贫村助学。

“通过这次活动，农民能了解市民需
要什么，为下一步种什么、养什么、发展
什么提供指导。同时，通过互动，也增加
了第一书记脱贫攻坚的信心。”高青县第一
书记临时党支部书记张向来说，这不仅是
一次成果展和贸易交流，更是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体现，提升了高青第一书记、高青特色产
品、脱贫攻坚“三大品牌”的公益形象。

“香酒”走出了“深巷子”
——— 高青第一书记“年货大集”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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