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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郭素彦 报道
本报阳谷讯 3月22日记，记者从阳谷县了解

到，金堤河流域扶贫大通道将于6月底完工通车，通
车后可辐射阳谷县内159个村庄，直接受益人口达13
万人。

金堤河扶贫大通道位于聊城市的南部，起点位于
阳谷县阿城镇G341胶晏线路口，终点为莘县古云镇
葛楼村南山东河南界，途径阳谷、莘县13个乡镇，公
路总里程103 . 66公里。道路建设充分利用现有县乡道
路进行升级改造，建设标准为二级公路，路基宽度18
-21米，路面宽度12-15米，安防等配套设施同步设
计。全部建成后，将有效提升金堤河流域集中连片贫
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

“在去年10月19日，阳谷启动了施工图设计招
标。按照时间节点制订了招标方案，于3月3日挂标，
计划在3月24日开标并确定施工和监理企业，4-6月份
进行工程施工，将于6月底完工通车。截至目前，共
计拆迁941户69521平方米；路基上土完成28300米，线
杆拆迁689根。”阳谷县县长毕黎明表示。

金堤河流域扶贫大通道

6月底前通车

□ 本 报 记 者 李 梦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郭素彦 汪 林

3月10日，在省定贫困村——— 阳谷县寿张
镇闫集村卫生室内，村医张宪勇拿出一本笔
记本告诉记者，这可是他的“宝贝”。原
来，这本再普通不过的笔记本里，记录着张
宪勇从省立医院培训期间的所有笔录。

“在省立医院跟着专家培训了两周，真
是受益匪浅。”张宪勇一边说着，一边将笔
录递给记者。“这次培训的机会来之不易。
专家很忙，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病。我们为
了不影响专家，就静静地站在专家旁边仔细
记录。从上午6点半到晚上8点，我们几乎没
坐下过。”

张宪勇首先选择的是急诊。科室每次来
病号，他都抓紧记录这位病号的年龄、体重
等基本信息，以及他对身体不适的自我描
述。然后再仔细观看专家是怎么问诊的，怎
么做基本检查的，怎么下结论的，在电脑上
开什么药、做什么器械检查等等。“我平均
每天能记录30个案例。”

正如张宪勇所言，在他的这本笔录中，
首页的目录有助于随时找到笔记本内所需的
内容；记录中，对各种病患、病情的描述及
专家诊断方式、培训个人总结等，都有详细
的描述，且图文并茂，字迹工整。

“以前我也自费到一些医院去培训过，
但是像这次免食宿、培训费用的机会从来没
有过，而且由省里的拔尖专家进行培训，可
遇不可求。”张宪勇说，“省立医院的设备
是全省最先进的吧，可专家对每一位病号的
基本检查仍然一丝不苟，这种态度就值得学
习。”

闫集村村民李英菊2个月前开始打喷嚏、
流鼻涕，以为自己感冒了，就来找张宪勇买
感冒药，但病情总不见轻。“按理说，一般
的感冒是不会拖太久的，所以我就根据在省
立医院培训的内容，断定她属于过敏性鼻

炎。通过对症下药，李英菊最近已经好很多
了。”张宪勇。

“省立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海泉还将他的
专利技术教给了我。”寿张镇西门村二卫生
室村医闫之光告诉记者。此次培训，他重点

学习中医诊疗技术，其间，有幸获专家王海
泉教授针灸、艾灸、推拿的“独门秘诀”。
“现在，很多以前看不了的病能给看了。”

在村中做过40余年村医的闫代存说：
“多亏了刘书记的帮忙，让村医跨过了高培
训门槛。”

闫代存口中的刘书记，是省派第一书
记——— 山东省卫生计生委离退休干部处副处
长刘志涛。到村之初，刘志涛一行在调研中
发现他们所帮包的村除了地理环境恶劣、村
民思想保守等原因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的贫困户大有人在。为进一步帮助村民实现
“小病不出村，大病不耽误”，刘志涛向山
东省卫生计生委建议，免费为这些贫困村的
村医提供一次到省级医院培训机会。“当初
讨论村医们到省级医院培训时，不少人觉得
跨度太高，到市县医院，就很不错了。”刘
志涛回忆。但是他知道，这些村医对能够进
入省立医院参加培训的渴望多么强烈，学成
归来后能够为村庄带来多大变化，因此他向
省卫生计生委诚恳申请，“请给他们这次难
得的培训机会”。

刘志涛的建议得到了省卫生计生委的认
可。为确保此次村医学到真材实料，省卫生
计生委决定由省立医院承接培训任务，并现
场办公，与省立医院协调相关事宜。最终，
省立医院决定为村医免去食宿、培训费用，
同时，村医可根据自身实际及所在村情况，
任意选择科室培训。

“村医在省立医院认真培训的态度，也
打动了很多医生。”刘志涛告诉记者。省立
医院同意寿张镇、十五里园镇11名村医和12
名驻镇医生分批前去培训至今，已有19名医
生培训归来。

11名省定贫困村村医走进省立医院受训

“请给他们这次难得的培训机会”

□ 李梦 孙亚飞 郭素彦

“大叔，您最近身体怎样？”“一天外
出干零活能挣多少钱？一个月咱能出去干几
天？”在阳谷县大布乡郝楼村贫困户郝延康
家中，阳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孙辉询问村民
的生活情况，详细记录他的生活现状。

这是阳谷县干部扶贫大走访的一幕。
为精确采集贫困户信息，去年，阳谷县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一安排全县大走访活
动。全县共组建933个小组，从100个县直部门
（单位）抽调2800名工作人员。干部们深入
每一个贫困户家中，走访、调查、核实贫困
户信息，分类建立台账，摸清摸实贫困户脱

贫状态，为下一步整合资源、精准施策打牢
基础。

此次大走访不允许乡镇工作人员陪同，
为确保调查内容的真实性，还要找贫困户的
街坊四邻核实情况，所有工作都是“悄悄进
村来，听听群众心里话”。有村民说：“党
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侨润街道李庄村60多岁的李福文患白内
障多年，视力模糊，别的老人去广场活动，他
只能独自坐在旁边。干部在走访时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迅速上报，扶贫干部立即帮他联系医
院，进行了手术。现在李福文老人不仅能看清
楚了，还能与村里的老人一起活动，精神好了
很多。

脚板采集出来的大数据，是一个个具体
的“你我他”。“走访是前提，只有走深访
透，才能做到摸实情全面见底、查问题查深
查透、找短板找准看清；落实是关键，只有
把问题回应到位、解决到位，才能真正赢得
群众点赞。”阳谷县扶贫办副主任赵丹珠介
绍。阳谷县委主要领导多次强调和提醒，既
要高质量开展大走访活动，更要在走访成果
的转换上下功夫，有系统有计划地满足贫困
户所愿所需所盼、解决扶贫工作中的短板和
问题。

“走访回来抓落实，是每个扶贫干部的
必答题。”3月12日，赵丹珠告诉记者。大走
访活动结束后，扶贫办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

用“5+2”“白+黑”来形容一点都不过份。
“数据统计到半夜，发现问题要及时核实，
据此排出扶贫攻坚阶段的惠民项目，并参与
制定更具含金量的扶贫富民政策。同时，要
将一些扶贫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以制度形式固
化下来，进而把这项活动上升为新形势下密
切联系群众、提高群众满意度的重要载
体。”

大走访活动的开展，确保了阳谷县为贫
困户逐户量身定做“一户一策”帮扶方法，
制订个性化帮扶清单，也确保了脱贫路上
“一户不少，一个不落”。截至2017年底，
阳谷县实现脱贫6034户13659人，整村脱贫20
个，全面完成了年度减贫任务。

干部沉下去 民意浮上来

阳谷2800名干部脚板采出扶贫大数据

□孙亚飞 郭素彦 报道
本报阳谷讯 阳谷县博济桥街道探索出扶贫三

招，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孝善扶贫传孝德。博济桥街道以孝老爱亲为核

心，把子女赡养义务写进村规民约。依托红白理事
会，引导子女从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经济保障三方
面履行赡养义务。截至目前，全街道所有有子女的贫
困户都已签订孝亲爱老赡养协议，要求每名子女负担
父母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赡养费。街道还协调司法
所等部门，依托司法职能，为老年人开辟调解绿色通
道，帮助贫困老人在子女赡养问题上获得法律援助。

邻里互助引活水。博济桥街道按照“一村一策、
一户一法”的思路，采取邻里互助方式，解放劳动
力，引导有用工需求的企业优先使用贫困户劳动力，
对无法外出的贫困户给予针对性培训指导，让贫困户
宜农则农、宜养则养、宜工则工，分门别类，盘活资
源。

党建扶贫添动力。坚持“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建”
的原则，各党支部和帮扶单位签订精准扶贫目标责任
书，层层落实责任，明确任务；建立联系帮扶制度，做到

“贫困户不脱贫，帮扶人员不撤、帮扶责任不卸”；发挥
村党支部引领作用，帮助贫困户秋收春种，寻找务工机
会，学习工作技能，提升贫困户致富能力。

博济桥街道

精准扶贫暖人心

□孙亚飞 李明珍 报道
本报阳谷讯 为进一步倡导优秀家风，彰显巾帼

帮贫助困服务风采，“三八”节之际，阳谷县阎楼镇
妇联组织全国“最美家庭”代表李瑞红等组成“巾帼
爱心志愿队”，到贫困妇女家中走访慰问，送去被
子、食用油等生活用品。

阎楼镇妇联积极搭建爱心平台，不断充实巾帼爱
心志愿者力量，扎实为贫困妇女办好事、办实事、解
难事，帮助她们尽快脱贫。

巾帼志愿者

情暖贫困户

闫集村村医张宪勇在为村民测量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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