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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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许永飞 郭建辉

冠县，1994年被列入国家贫困县，2000年
后一直是省扶贫重点县。2015年底，冠县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为4 . 2万人2 . 6万户，省重点贫困
村46个。

去年，冠县全年脱贫8191户14181人，18个
省定贫困村全部脱贫。目前，该县剩1578人未
脱贫，已脱贫享受政策24011人。

“3451”党建扶贫 筑牢发展基础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班子强不强，
要看领头羊。“2015年以前，这里还是多年没
有村集体收入，村民主要靠种玉米、麦子的省
定贫困村。全村220余户中就有贫困户120多
户。”在冠县范寨镇孔里庄村文化广场，村民
孔维刚自豪地说，“自打村里来了给力的带头
人，俺村不仅生活环境好了，收入增多了，大
伙儿说话也挺起了腰板儿！现在，孔里庄村不
仅摘掉了‘穷帽’，还成了省级文明村、省美
丽宜居村。”

看着眼前整洁的村容村貌，以及精神抖擞
的村民，记者很难将孔里庄村与“软弱涣散”
一词联想起来。但事实确实如此。2015年5月
份，60多岁的王道祥到村任党支部书记，用了
两年多的时间，让这个村由负债到集体资产
300多万元，实现了整体脱贫。“村里还制定
了发展规划，修了路、安了灯，土地进行了流
转，老百姓增加了收入，村里也有了集体收
入，还建立了幸福院。”村民高在菊说，整个
村的面貌彻底改变了。

针对省重点贫困村中存在的领导班子比较
弱、支部书记带动能力不强、村内无合适支部
书记人选等问题，冠县不拘一格“挑”人才，
探索从退休干部、退休工人、转业士官的优秀
党员中，挑选人员充实到这类贫困村里担任支
部书记，配强村级带头人。

在抓实党建促扶贫过程中，冠县还坚持党
建工作、党建责任及党建考核与扶贫工作、扶
贫责任、扶贫考核三个同步，抓好带头人、第
一书记、党员、非公组织党组织四支队伍，加
大村级运转保障经费投入、落实村干部报酬待
遇、加强场所阵地建设、加强软弱涣散党组织
整顿、加强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等，紧握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这一重点，形成了“3451”
党建扶贫机制。

瞄准特色产业 拓宽脱贫路径

冠县是山东省太阳能应用示范县和光伏大
县，通过创新光伏发电产业扶贫模式，光伏扶
贫已成为全县乃至聊城市扶贫工作的特色名
片。据悉，2015年以来，该县按照“政府引
导、农户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投入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2268 . 5万元，建设47个光伏发电

项目，总装机容量为3兆瓦。通过光伏发电项
目，覆盖54个贫困村。

“党的政策真是好，用这笔钱解决了药
费、买了过冬用的清洁煤，俺心里很暖和。”
在冠县万善乡东召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于淑芳
脱贫每年都会收到3000元的光伏受益金。于淑
芳介绍，她的老伴儿早年得癌症去世，现今自
己也患糖尿病，需常年吃药，属于典型的因病
致贫。由此，她在上级帮扶下确定为光伏受益
户。

冠县万善乡70兆瓦油用牡丹光伏电站每年
从收益中拿出700万元，直接用于特困户增加
收入，带动全县插花村特困户2333户，每户每
年补贴3000元。

截至2017年底，冠县还通过村级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带动贫困户2139户4173人增收；

借着全市养驴扶贫的东风，2016年，冠县共建
设扶贫养驴场14处，总投资950 . 7万元。从2016
年底到2017年5月份存栏量达到4854头，扶持建
档立卡贫困户256户469人；2017年，冠县继续
加大投资力度，并在15个乡镇36个村建设农业
扶贫产业项目51个，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206
万元。项目覆盖贫困户2648户4447人。

兜底贫困患者 坚实健康保障

为了让更多贫困群众享受保险带来的实
惠，冠县整合财政扶贫资金500万元，为19379
个贫困户30115人购买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家庭财产保险三项保险，为贫困户
的生活保障兜底。“针对贫困户中的‘老弱病
残’群体，冠县还探索县级集中颐养护理、村

级集中供养、农村幸福院集中供养三种供养模
式，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失能人员进行集中救
助，破解吃住医疗康复难题，托底帮扶。”冠
县扶贫办副主任杨光照说。

依托兰沃中心敬老院，冠县建设了集中
颐养护理中心，主要是为县辖区特困人员、
城乡低保人员、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失
能人员提供医养互相结合的服务。冠县人民
医院还在其中设立集中颐养护理中心分院，
实现了集治疗、康复、生活照料为一体的套
餐式服务。

在村级集中供养中心建立上，冠县充分考
虑到了村情差异，对敬老院周边村庄贫困人口
采取进入敬老院集中供养，其他村庄通过修缮
村集体用房、租赁群众房屋等形式，设立村级
集中供养中心。村级供养中心还有邻里互助员
专门照顾入住者，乡镇卫生院还会定期对入住
者进行体检和康复治疗。

“通过探索实施失能人员集中供养，贫困
失能人员能获得精心照料，家人能工作能增
收，生活质量都能得到明显提高。”县扶贫办
主任张立勋算了一笔账，集中供养中心可以提
供公益岗位并优先考虑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
平均每增加10名集中供养人员，可带来公益就
业岗位4个。同时，可以释放10个家庭中近20个劳
动力外出就业，有效带动了贫困家庭脱贫增收。

筑牢发展基础 拓宽脱贫途径 坚实健康保障

脱贫攻坚看“冠县作为”
“作为全省20个扶贫任务比较重的县之一，要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提高脱贫质量，必须吃透政策、厘清思路、明确重点、压实责任、精准施
策，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集中力量把事办好。”冠县县委书记牟桂禄
说，2017年，冠县按照市委、市政府“党建筑基、政策集成、精准施策、责
任包干”的扶贫开发工作思路，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总揽全局，以稳定解决
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和省重点贫困村整体提升为攻坚目标，扎实推
进九大扶贫工程。

□肖会 焦松青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我曾是名下岗女工，曾经

在求职路上遇到过坎儿，难过地整夜整夜睡不
着。2005年我白手起家，成为聊城第一个‘阳
光大姐’。在市妇联各级组织帮助下，历经13

年奋斗，创建了集家政服务、职业培训、职业
介绍、技能鉴定为一体的综合性家政服务公
司，累积安置妇女就业2万人次。当中不乏眼
泪汗水、委屈痛楚，但更多的是对政府创业政
策的感激。没有党的好政策，就没有我这个聊
城阳光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月
环。”3月6日，聊城市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
节108周年庆祝大会，部分优秀妇女典型和大
家分享自己成长成才经历，引起与会者的共
鸣。

聊城市妇联主席刘素芹介绍：2017年，全
市颁布《聊城市妇女儿童发展“十三五”规
划》，下发为妇女儿童办好六件实事的意见，
召开全市妇女儿童工作会议，并将党建带妇
建、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妇女儿童活动阵地建
设纳入对各县（市、区）综合考核，使全市妇
女儿童事业发展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全市各
级妇联组织转变工作重心，不断为妇女创业搭
建舞台，相继实施巾帼创业创新“四大行
动”，居家创业就业“巾帼脱贫行动”等系列
活动，先后为146名城乡创业妇女、9家妇字号
企业提供小额贴息贷款3900余万元，97个“大
姐工坊（农家乐）”助力巾帼脱贫致富。从
而，使一大批像杜月环这样的水城女性加入了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行列。“2017年全市
妇女工作有亮点、有特色、有创新、有成
效。”聊城市委副书记陈平说。

从一名普通的农业技术员成长为全国农业
系统标兵，党的十九大代表、高唐县农业局副
局长、高级农艺师杜立芝的分享，催人奋进。
“32年来，我走遍全县700多个村庄，推广农业
新技术60多项，手把手地教给村民新种植技
术，引进作物新品种40多个，开展农业科技重
大成果创新2项，推广立体种植模式5项，指导

农业基地生产10万亩，增加经济效益2000多万
元。不仅如此，我还要引导大家按绿色植保理
念做产品，创品牌，扶持农村妇女创办家庭农
场4个，合作社3个，种粮大户1个。新一年，
我将抓住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机遇，立足所
学，造福乡里。人们说，我是服务三农的女专
家，我说我不是，我只是一个农民女儿，在做
着自己应该做的事。”

乡村振兴，离不开广大妇女的参与。莘
县山东唐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莘县
鲁谷瓜果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范翠翠，多

年打拼，闯出一番事业后，根植沃土，回到
家乡，从农业所需的肥料入手，融北京农学
院技术，生产能够改善土壤质量和农产品品
质的“鲁谷”牌有机肥，经过实践，带有技
术含量的有机肥收获了当地及周边省市用户
的好口碑。为让家乡蔬果卖个好价钱，2014
年，她发起成立鲁谷瓜果蔬菜专业合作社，
直接将200多户种植大户生产的蔬果对接到北
京的多家餐饮连锁和超市连锁机构，努力打
造新型农业发展产业链，实施产销一条龙服
务。精准扶贫中，她投身巾帼脱贫行动，安

置10名贫困人口就业，对接36户贫困户。“新
一年，我将抓住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机遇，
以更大的热情服务基层，造福家乡，让更多
乡亲告别贫困，走向富裕！”范翠翠说。全
国最美家庭、阳谷县阎楼镇陈堂村党支部书
记李瑞红，一家人齐上阵摒陋习树新风，为
老百姓节省上百万元。

“希望广大妇女以优秀妇女典型为榜样，
自觉融入到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来，发扬勤
劳勇敢、勇于争先的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争
创一流业绩。”陈平说。

聊城为女性干事创业搭建舞台

下岗女工如何成为家政公司老总

□记 者 肖会
通讯员 吕敏 亚宁 报道

本报聊城讯 “网络散布他人隐私，发布
侮辱他人言论，给当事人造成重大精神损失
和影响，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的维权申请
合理合法，我们妇联将联系法援律师为你维
权。”3月2日，在“建设法治聊城，巾帼在
行动”宣传活动现场，来自东昌府区梁水镇
王某荣的求助，得到了聊城市妇联工作人员
的支持。

申请人王某荣，与牛某是夫妻关系。二人
相识不久即登记结婚。牛某系再婚。婚后起初
感情尚可，王某荣还替牛某偿还婚前债务5000
元，并为其购买高档手机。两人在筹备开食杂
店期间，王某荣经常上网聊天，牛某怀疑她与
网友有不正当关系而产生矛盾。2017年底，王
某荣与牛某闹矛盾，遭殴打后回娘家，并提出
离婚。之后，牛某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并在网
上发帖上传自己与王某荣的结婚照、生活照若

干张，以及王某荣的不雅照，并发布“王某荣
与他人鬼混”等言论，引起很多网友的关注与
评论。为此，王某荣精神背负巨大压力，并数
次提出离婚，均遭到牛某拒绝。这次，在聊城
市妇联、聊城市司法局、聊城市法律援助中心
与聊城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管理处举办的“建设
法治聊城，巾帼在行动”宣传活动现场，她的
维权申请得到了支持。

多年来，由家暴等诸多原因引发的妇女维
权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很多被侵
权妇女，尤其是农村被侵权妇女，不了解怎样
维权、如何维权、通过何种渠道维权。为“提
高女性法律意识、促进家庭平安和谐，维护妇
女合法权益、构建平安法治聊城”，聊城市妇
联、聊城市司法局、聊城市法律援助中心与聊
城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管理处联合举办了这次
“建设法治聊城，巾帼在行动”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采用面对面咨询、律师解答相关
疑难问题、妇联工作人员帮助弱势妇女分析受

侵权情况等方式，向市民进行宣传。主办单位
工作人员组成了妇女维权律师服务团和巾帼法
治志愿者，向过往市民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宣传页、《妇女维权知识》读
本、《聊城市妇女儿童维权案例汇编》等相关
资料10000余份，现场解答咨询100余人次。聊
城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管理处专门为宣传活动开
辟了宣讲场地，还组织青年志愿者，就支持弱
势妇女创业致富的相关问题和政策，向市民进
行宣讲。

聊城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依据国家相关法
律，向过往市民详细解读近年来妇女维权的真
实案例，让广大群众熟悉维权渠道和维权办
法，为过往市民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宣讲课。
“别不服气，现在俺创业致富、依法维权都有
渠道，以后再家暴就不行！”在聊城市法律援
助中心的咨询台边，聆听援助律师关于妇女维
权的法律宣讲后，来自聊城市东昌府区侯营镇
的李喜翠说。

“建设法治聊城，巾帼在行动”

妇女维权再添新助力

□记者 肖会 通讯员 刘广阔 报道
本报聊城讯 3月4日，聊城市城市管理局召

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动
员大会。他们将聚焦重点任务，扎实有序推进创
城迎检各项工作，并且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城
市管理在创城迎检中发挥应有作用。

2017年，聊城市成功创建为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并成功进入争创文明城市行列，无论城
市环境和市民素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为
全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打下坚实基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该局发挥
组织领导作用，把创城迎检作为事关全局的重点
工作来抓，各单位“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重点解决干部职工主动性不强、工作标准不高和
推诿扯皮的问题。

聊城市城市管理局将充分发挥数字化城管平
台的作用，推行网格化管理机制，制定创城网格
化管理方案，科学划分重点区域管理网格，明确
网格责任人员，实现网格全覆盖。发挥环境综合
整治办公室和督查大队在创建中的督查督办作
用，保持督查的高密度和督办的大力度，严格抓
督查，切实抓整改，反复抓反馈。坚持定期督查
与不定期督查相结合、定项督查与不定项督查相
结合、重点督查与专项督查相结合，抓住关键
点、直击责任面。督查的问题必须整改，整改情
况必须反馈，对督查情况要建立台账，对多次督
办、多次反复的问题，要对有关单位的责任人进
行追责。

该局将进一步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做到单位
责任法定化、岗位责任具体化、责任链接无缝
化，确保每项工作、每个区域、每个环节的责任
都落实到人，确保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实
行“谁主管、谁负责，谁丢分、谁负责”的责任
追究机制，要全程关注重点难点问题，交任务、
提要求、抓督查，对不作为、不负责、不落实的
各级责任人和具体负责人，要严厉批评、严肃处
罚。

聊城城管局

推进创城迎检

□赵玉国 赵宝玉
报道

3月1日，在茌平县
人民广场，2018年“春
风行动”暨就业扶贫招
聘会现场，求职人员在
阅读招聘信息。当日，
2018年“春风行动”暨
就业扶贫招聘会举行，
来自各地的90余家用工
单位参加了现场招聘，
为求职人员提供了2000
多个岗位，吸引了数千
名求职人员前来参加。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聊城加快品牌体系建设，提高

农业发展质量效益。截至目前，培育“聊·胜一
筹!”品牌旗下区域公用品牌18个、企业产品品牌
72个，初步形成了聊城农产品品牌金字塔体系。

聊城市扎实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县)创建
活动，东昌府区创建成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莘县等5县(市)通过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初审，高唐、东阿成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全市新增省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
地13家，新认证“三品一标”225个，基地面积
117 . 4万亩。

聊城农产品品牌

金字塔体系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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