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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脱贫看亮点

□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许永飞 郭建辉

2月28日，杨胜坤走在温庄村的大街上，见
了乡亲们就打招呼，“大爷大娘”叫得亲热。

“这孩子，实诚！干实事，咱村里脱贫就
靠他了。”这是乡亲们的评价。

“多亏了杨书记，我在棚里打工，一天有
80元的工资。82岁的父亲脑梗，9岁的孩子需
要照顾，我没法出去打工，能在这里干活儿，
真是太好了。”村民肖启春感激地说。

杨胜坤是山东省质监局选派的第一书记，
在冠县范寨镇温庄村任职。温庄村为省定扶贫
重点村，全村240户86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105户贫困人口215人，很多年老体弱丧失劳
动能力。该村土地多为盐碱涝洼，以种植小
麦、玉米等单一农作物为主，2017年初，贫困
户人均收入不足3600元。自2017年2月21日进驻
冠县范寨镇温庄村任职以来，杨胜坤坚持抓党
建、促脱贫，狠抓村党组织建设、基础设施建
设、村容村貌建设和产业项目增收，全心全意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扶贫攻坚取得明显成
效。他在温庄村发展赤松茸大棚40亩，以“订
单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引导本村群众开
展赤松茸种植，撬动社会资本30余万元，帮助
本村10户贫困户实现就近务工，为帮包村实现
村级集体收入3万元。

为了让赤松茸示范项目落户温庄村，杨胜
坤没少作难。

去年4月份，杨胜坤在济南参加了山东省
供销社举办的“助力第一书记扶贫攻坚电商对
接会”，发现赤松茸（大球盖菇）示范项目效
益可观，适合引进。但他回村后，跟村“两
委”和农户商量了多次，但大家一直持观望态
度，项目陷入了停摆状态。

杨胜坤没有放弃，决定带着村干部和村民
代表去实地考察一下赤松茸示范项目，让大家
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为了节省考察开支，
他们清晨5点出门，当晚11点便赶回了村里。
他看了一下车上的里程表，一天跑了780公
里。因为村里没有集体收入，900块钱的过路

费和加油费也只能自掏腰包。
第二天，杨胜坤召集全体在家的党员开了

党支部会，给大家介绍了考察赤松茸示范项目
的情况。大家听完介绍，都说好，同时也提出
了问题：一亩地真能产出6000斤吗？一亩一万
块钱，投入是不是太高了？鲜品万一卖不出去
怎么办？干品万一不按照协议回收了怎么办？

一系列问题，把杨胜坤给问住了。大家见
杨胜坤没有表态，都沉默了，会议无果而终。

要打造一个致富项目，“人、财、物、
供、产、销”哪一个要素、哪一个环节都不能
少，读过MBA的杨胜坤深知其重要性。关于
赤松茸种植的党支部会开完已经一个星期了，
没有人再提起这个项目。小麦马上就要收割完
了，由于种植赤松茸需要用麦秸来保湿保温，
所以再不收集原材料，这个项目就错过农时
了。单位拨付的20万元帮扶资金汇到了镇财
所，没有完备的手续，一时半会儿还支不出
来……一堆难题摆在杨胜坤的面前。

“干或不干，这是一个问题！干，所有风
险要由我来担；不干，村里干部、群众会怎么
看我？驻村帮扶两年，什么致富项目也带不来，
不就真成了‘扶贫稻草人’了？”杨胜坤说。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杨胜坤跟
家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在镇财所将单位支持的
帮扶资金拨付到位之前，由个人先垫资建设赤
松茸示范试验田，给持观望态度的干部群众做
个示范，全部收入将作为村集体的收入。

杨胜坤收入一直不高，每月又要还4000元
的房贷，手里也没多少存款，就从父母那里借
了5万元钱当启动资金。

在杨胜坤的赤松茸示范项目的带动下，党
员张龙成带头承包下了村里8个扶贫大棚，准
备大干一场。他说：“杨书记来到我们村，不
仅给我们修了路，打了井，建了卫生室和集中
供养中心，更给我们带来了致富的新点子、新
思路。我作为一名党员，也想拿出干劲，给群
众带个好头。”通过赤松茸示范项目，解决本
村十几名贫困群众就近务工难题，肖启春就是
其中之一。

目前，杨胜坤结合赤松茸示范项目，探索

该产品的深加工项目。计划在温庄村投资20万
元建设“扶贫车间”一处，用于赤松茸的分
拣、清洗、冷藏、烘干、密封包装等深加工，
进一步拓宽产品销路，提高产品附加值。

杨胜坤任第一书记，背后有一家人的默默
支持和付出。一个周末回家的路上，他发现没
带家门钥匙，就拨了父母的电话，均无人接
听。因妻子是监狱警察，不允许带手机，只能
通过座机联系她，结果同事说她家里有事，今
天没来上班。杨胜坤一下子紧张起来。好不容
易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她才告诉杨胜坤，父亲
周二突发心梗，住院了。因为担心影响杨胜坤
驻村工作，父母没让妻子通知他。

杨胜坤顿时哽咽了。最近村里事情多，好
几天没给家里打电话了，回想起来既惭愧又后
怕。返程的后半段，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不
知道到了医院是个什么情景……

幸好父亲的病是初犯，母亲又懂医，急救
措施得当，及时送医做了心脏介入手术，病情
已无大碍。短暂的周末，杨胜坤都守在父亲病
床前，分秒不愿离开，想在回村工作前尽这短
暂的孝道。他又想起了在临沂培训时，一位第
一书记的感慨：“每一位第一书记的背后辛勤
工作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作为坚强的后盾，
家人的付出一点儿不比冲在脱贫攻坚一线的第
一书记少！”

撬动社会资本30余万元 10户贫困户实现就近务工 实现村级集体收入3万元

温庄村赤松茸示范项目落户记

□ 本 报 记 者 李 梦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郭建辉 许永飞

2月28日，见客人走进院子，穿着保洁服
的马法信，赶紧起身拿起一包香烟迎上前，一
只残臂夹在腰间，一只健全的手伸向记者。
“大爷，我不抽烟。”记者请他介绍自己报销
医疗费的事，一下子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65岁的马法信是冠县范寨镇西马庄村村
民，儿子、儿媳患有不同程度精神障碍病，自
己的左手轧棉花时被切掉，一家人的生活全靠
妻子张金玲，是村里典型的贫困户。

去年，马法信患胃溃疡，在聊城市人民医
院进行胃切除手术。前前后后住院6次，共计
花医疗费11万多元，这下愁坏了马法信和妻子
张金玲，“就是走投无路的感觉。”马法信
说，“11万多元，我几辈子也还不上啊。结果

费用一报销，我自己承担只有8000多元。”马
法信兴奋地说。

根据冠县医保系统提供的马法信的报销单
据显示：7月10日至7月25日，住院期间总费用
71797 . 72元，基本医疗保险报销29806 . 66元，大
病医疗保险报销19838 . 02元，医疗商业补充保
险报销17127 . 2元，马法信自担5025 . 84元；

9月1 1日至9月1 4日，住院期间总费用
5426 . 04元，基本医疗保险报销2904 . 54元，大
病医疗保险报销1340 . 89元，医疗商业补充保
险报销800 . 79元，马法信自担379 . 82元；

9月28日至9月30日，住院期间花费总计
6833 . 56元，基本医疗保险报销3572 . 98元，大
病医疗保险报销1777 . 09元，医疗商业补充保
险报销1005 . 14元，马法信自担478 . 35元……

6次相加，马法信住院花费总计117066 . 86
元，其中基本医疗报销52402 . 27元，大病医疗

报销2 8 0 2 0 . 5 1元，医疗商业补充保险报销
28449 . 4元，马法信最终自掏腰包只有8194 . 68
元，占全部费用的6 . 99%。

“多报销近3万元，是冠县为贫困群众购
买的扶贫保险红利。”冠县扶贫办副主任杨
光照介绍，自我省在全省范围实施贫困人口
医疗商业补充保险至今，冠县每年整合财政
扶贫资金500万元，为19379户30115位贫困群众
购买“扶贫特惠保险”，同时要求保险公司
建立理赔绿色通道，制定限时理赔服务快速
兑现制度，为贫困群众做好理赔工作，确保
理赔款及时足额发放。“冠县整合财政资
金，为贫困群众每年花费150元以购买‘扶贫
特惠保险’，其中包括120元/人的医疗商业补
充保险、10元/户的家庭财政保险和20元/人的
人身意外保险三部分，为贫困户再上了一根
‘保险绳’。”

记者还了解到，医疗商业补充保险是贫困
群众住院（包括慢性病门诊），经基本医疗保
险补偿、大病保险补偿后再次给予一定金额补
偿的保险。如果将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以
及医疗救助视为防止因病致贫的“三道防
线”，那么对于贫困户而言，医疗商业补充保
险无疑就是“第四道防线”。“按照省里的要
求,贫困群众个人累计负担费用限定在医疗总
费用的10%以内。在此基础上，冠县进一步让
利于贫困群众。截至2017年底，全县贫困群众
个人累计负担费用已限定在医疗总费用的7%
以内。”杨光照说。

“合作医疗保险的钱该交，而且交多少我
也得交。”尝到了医疗保险甜头的马法信说，
“我还得多谢谢咱扶贫干部为我交的这份补充
险啊，要是没有这份保险，我就真动不起这个
手术了。”

冠县保险扶贫密织安全网，贫困户马法信———

11 . 7万元医疗费自己承担不足万元

□吕兆晗 杨秀萍 报道
本报冠县讯 冠县梁堂镇前何仲村16名群

众，这段时间心里很舒坦，因为领取到了分
红。村党支部王子义告诉记者：“去年全村共
发放分红22535 . 2元，这些分红来自于镇里的
钢构蔬菜大棚，这些大棚共有40亩，种植蘑
菇、黄瓜等作物，赢利按入股多少分配给贫困
户。”据了解，这些大棚是整合了部分扶贫资
金建成的，贫困户以扶贫资金入股，除了享受
分红，还能靠打工挣钱，一天的工资就有70
元。

梁堂镇把产业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方

式，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发动、带领群众大力
发展各类扶贫项目，他们把分散的扶贫资金集
中起来使用，起到了聚沙成塔的作用。“2017
年，全镇共有贫困人口449人次领取到分红55
万多元，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中作用明显。”
镇党委书记韩辉说。

据了解，这些扶贫项目多种多样，因地制
宜。其中光伏发电项目向270户贫困户发放
39 . 8万元，钢构蘑菇大棚项目向116位贫困人
口发放13万元，北寺地蔬菜大棚项目向21人发
放6320元，胡闫村大棚向25人发放4640元，沙
闫村大棚项目向17人发放11385元。

近年来，梁堂镇投入扶贫资金920多万
元，建设了苹果园、光伏发电、养驴场、高
效集约钢构大棚、四季棚、冬暖大棚、春秋
大棚等扶贫项目，改造了低压线路、变压
器、道路管线、水泵等大量生产用基础设
施，这些项目结合村庄实际和贫困户个人需
求，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切实有效、灵活
多样，帮助贫困村和贫困户实现了同步脱
贫。

据了解，在注重产业扶贫的同时，为方便
群众生产生活、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梁堂镇投
资641万元修建水泥路、胡同和砂石路20 . 7公

里，投资7 . 3万元安装路灯192盏，投资30万元
栽植绿化苗木9100棵，投资80万元修建自来水
管道2万米，投资52万元修建排水沟7 . 1公里，
投资28万元新打机井28眼，投资24万元建设文
化广场、文化书屋、篮球场，另有万米电缆电
线、监控摄像头、健身器材、防护栏等配套设
施。

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中起到了“造血”功
能，韩辉告诉记者，2018年，镇党委将继续加
大产业扶贫力度，促使现有产业品质提升、积
极培育新产业，让更多的贫困户依靠富民产业
脱贫致富。

贫困户喜领55万元分红

□记 者 王兆锋
通讯员 许永飞 程邦磊 报道

本报冠县讯 2月28日，记者走进杨其山
家，见院子和房间里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杨其
山穿着新夹袄新棉裤，坐在轮椅上看电视，胡
须刮得干干净净，脸上洋溢着笑容。屋里，炉
子里烧着政府发的清洁型煤，没有一点异味，
暖融融的。

这个春节，杨其山比以往都开心。一年
间，他家顺利甩掉了“贫困帽”，儿女学业顺
利，自己也有专人照顾，日子好了很多。年三
十前，杨其山的妻子赵玉芬骑着电动车专门磨
了一袋子面，在过年时蒸了馒头、枣卷子，包

了饺子，一家人过了个幸福年。
40岁的杨其山是冠县范寨镇孔里庄村的贫

困户，也是低保户。4年前，杨其山在外地打
工时，不慎从高处跌落，造成颈椎损伤，致使
四肢失能，常年需要照顾。“以前，丈夫在外
打工一年能收入5万多元，再加上地里的收
成，日子还过得去。”赵玉芬眼中泛着泪花
说，丈夫出事后，全家的顶梁柱就这么垮了，
她得全力照顾丈夫的衣食起居，家里就没有了
经济来源，加上丈夫医药费、两个孩子学费开
支，生活就成了问题。

“杨其山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县乡村
帮扶干部、帮扶政策措施随之向他靠拢，一步

一步帮他脱贫。”范寨镇帮包杨其山的干部刘
东晓说，县林洋光伏企业每年给杨其山光伏发
电分红，村里通过“扶贫贷”建起大棚每年也
有分红。

农村低保金180元，低保电费24 . 6元，投
资受益1500元，土地流转金8926元，村大棚分
红2370元……在杨其山妻子拿出的一本存折
上，清晰地显示着2017年杨其山个人的收入情
况，总算下来，杨其山2017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了5055元，顺利甩掉了“贫困帽”。“去年，
我考入了山东工业职业学院，学习了机电专
业，学校还给贫困家庭的学生一年补了3000元
的学费。”杨其山的儿子杨云岗感激地说，

“我一定要学业有成，将来回报家乡、回报社
会。”“有这么好的政策，村里又有这么多项
目，孩子也考上大学了，俺的日子越来越有奔
头，俺一定好好干，靠自己的双手把这个家撑
起来！”赵玉芬说。

“虽然杨其山家摘掉了‘贫困帽’，但杨
其山脱贫并未脱政策。”冠县扶贫办主任张立
勋补充说，去年，冠县共脱贫8191户14181人，
18个省定贫困村摘帽脱贫，“为了防止返贫，
冠县继续做好贫困户退出后的继续帮扶、监管
和巩固提升工作，实现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
脱帮扶，摘帽不摘监管。”

“脱贫存折”让贫困户鼓起精气神

□王兆锋 许永飞 报道
冠县范寨镇温庄村第一书记杨胜坤(左)正在扶贫温室大棚内查看赤松茸的生长情况。

□孙亚飞 许永飞 郭建辉 报道

本报冠县讯 冠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生态保护+

产业发展”作为林业扶贫的新模式和新方

向，做好“绿色减贫”的顶层设计，打好政

策组合拳，让贫困群众充分享受到政策红

利。

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依托，在铁路、

国省道、高速公路两侧各50米的标准，对土

地进行流转，全县统一规划，栽植乡土树

种，对于流转出的土地优先承包给贫困户。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积极实施在32个省定贫困

村“四旁”植树、村内干道绿化美化,改善贫

困地区生态环境等措施。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在林业扶贫中的作用,实施补贴政策支持及帮

扶措施。安排林业补助资金2100万元，发展

千亩以上经济林9个，直接带动1500名贫困劳

动力转化为林业生态护林员，让他们通过劳

动获得稳定收入。

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中培育扶贫产业，

发展林下经济近10000亩，各乡镇按照当地特

色发展了林禽、林苗、林药、林菜、林菌等

模式的林下经济。引进迤逦垣景农业科技公

司在万善乡建设2600亩高效农业示范产业园

区，在果树挂果后，按照每亩低于市场价
5000元的优惠价格，反包给贫困户。以“公

司+基地+贫困户”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构建

起企业带动贫困户共同参与的发展格局，走

出“不砍树也能致富”的生态发展新路子。

大力发展森林旅游，着力森林休闲基

地、体验基地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采

取“公司+贫困户”“协会+贫困户”“公司+

合作社+贫困户”等方式，吸引更多的贫困户

参与到旅游产业中来，打造了北陶镇犇犇生

态农业园、万善乡崔王段樱桃采摘节、烟庄

街道均庄子玫瑰采摘园等一系列乡村旅游

点，带动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

冠县生态战略

做好“绿色减贫”

□杨秀萍 刘华伟 报道

本报冠县讯 冠县创新金融扶贫模式，畅

通金融供需、财政资金保障、金融产品创新等

路径，通过引入金融“活水”精准供需，增强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该县深入宣传扶贫小额贷款的宗旨、目

标、用途，贷款申请和偿还程序、借款合同双

方权利义务，贴息办法以及风险防范措施等，

扫除贫困户利用金融工具的认知盲区。让贫困

户“能贷”“会贷”。提升金融扶贫精准供需

度，深入开展“金融扶贫入千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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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与润昌农商行、邮储银行以及北京

银行达成合作协议。

搭建财政资金保障、金融产品创新等平

台。该县先后拿出1359万元用于金融扶贫，实

现对贷款利息和担保费用的全贴补。其中，投

入1000万元用于风险补偿金以及支持特色产业

项目贷款，撬动银行资金1亿元。在此基础

上，县财政投入259万元，用于为贷款主体贴

息和担保费用，破解了农户贷款无担保、银行

贷款有顾虑的难题。积极引导商业银行推出

“富民农户贷”“富民生产贷”等适合贫困

户、扶贫企业的信贷产品，形成了小额扶贫信

贷产品体系。截至目前，该县通过“富民农户

贷”共向142户贫困户贷款604 . 5万元，通过

“富民生产贷”共向46家扶贫企业贷款8620万

元，带动1640户贫困户脱贫。

冠县金融“活水”

精准供需助脱贫

□李建磊 孙亚飞 报道

本报冠县讯 冠县烟庄街道针对贫困户致

贫原因精准施策，采取产业扶贫、党建助力、

党员帮包等方式合力攻坚，2017年全街道共脱

贫324户589人，成效斐然。

对于有劳动能力但没有致富门路的贫困

户，烟庄街道采用产业扶贫的方式。街道党

工委充分利用特色资源，统筹安排项目资

金，利用扶贫专项资金117万元，新建冬暖式

高效温室蔬菜扶贫大棚，该项目占地3 0余

亩，建设棚体7个，承包收益惠及王马庄、王

村、梁辛庄、陈辛庄、庞辛庄等5个村庄的66

户贫困户。积极与林洋光伏沟通结合，帮扶
79个贫困户，使他们年增收不低于3000元。积

极争取信贷部门支持，帮助群众发展有特

色、有市场的种养项目，带动更多群众脱贫

致富。

突出党建引领作用。烟庄街道后十里铺村

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村，党支部充分发挥统筹协

调作用，围绕打造“鲁西牛羊肉第一品牌村”

目标，成立山东穆德实业有限公司，项目采用

“公司+农户”的形式，全民参股，对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根据其劳动能力安排力所能及的

工作，没有劳动能力的也可以享受集体帮扶，

实现完全脱贫。

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动作用。在日常走访

帮扶的基础上，结合每月党员活动日，深入实

施“暖心扶贫”工程，每名机关党员干部帮包

不少于5户贫困户，每周开展不少于2次进村入

户活动，有针对性地制订帮扶计划，坚持分类

施策、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精准帮扶，持续

用力，带领群众共同增收致富，不仅增进党员

与贫困群众之间的感情，也使党员得到了党性

锻炼。

烟庄街道

精准施策促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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