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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王恩标 王记参

农历元宵节前，东明县武胜桥镇崔寨
村的古典家具厂开门生产，20多名贫困户
开始上班，工资从开班当天算起。两年前
在北京发展的崔健全、刘婷夫妇，如今在
家门口办起了自己的企业，有了归宿感和
成就感，也对村里的扶贫攻坚作出了一定
贡献。

崔健全老家在东明县崔寨村，在北京
从事化工行业，是小有名气的年轻老板。
妻子刘婷老家河南南阳，在北京从事酒店
管理。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后，夫妻俩对家
乡的思念和在家创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去年他们回乡考察后，感觉家乡当地的创

业环境越来越好，于是辞去在京的工作，
回到家乡创办古典家具厂。夫妻俩利用原
有的人脉关系和市场经验，注重提升产品
质量，古典家具厂产销两旺，很快在竞争
激烈的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做好生意的同时，崔健全夫妇尽心
尽力参与扶贫攻坚，根据村里贫困户各自
的身体健康情况和劳动能力，安排到厂里
打工就业，并拿出一定的利润救助帮扶贫
困户脱贫。由于干事创业、关心弱势群
体，崔健全夫妇在村里的威信越来越高，
村两委换届时，崔健全还当选为村党支部
副书记。

无独有偶。老家马头镇的郭安军在东
北出生成长，创业成功后返乡在东明县从
事养殖业，现已有养鸡、养羊、养牛三大

板块，并涉及建材、物流等行业，安排贫
困户在企业就业30多人，帮助贫困户脱贫
近百人。

这两年，东明县已经有千名返乡人员
成功创业。其中，有许多人是通过政府投
资创办的扶贫车间，吸纳贫困群众在自己
企业内就业，成为“一人一岗”就业扶贫
的重要方式。东明县就业办主任曹合俊
说：“今年，我们还要加快扶贫车间升级
改造，提高运营管理水平，支持具备条件
的注册小微企业，让扶贫车间成为‘致富
车间’‘发展车间’。”

为使更多返乡创业的有志青年参与脱
贫攻坚，东明县在实施扶贫项目时，坚持
因地制宜，科学论证，充分征求返乡创业
主和贫困群众意见，着重发展带动作用

强、贫困户可直接参与的扶贫项目，强力
推进扶贫车间建设。去年以来，新建改建
高标准扶贫车间190个，带动就业3062人，
其中贫困人口1172人。

通过返乡创业的典型引路、政策引
导、效益引领等，原本一些在南方城市苏
州、深圳等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返
乡创业农民工的牵线搭桥，已经开始转移
到东明各地的村头车间内。

“经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返乡
创业人员发挥优势，领办创办专业合作
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
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让贫困
群众共同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带动更
多群众脱贫致富。”东明县扶贫办主任张
中华说。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姜斌
本报通讯员 徐峰 焦萌 李腾腾

“日子有盼头了，多亏了政府帮助
啊！”聊起年前家里收到村干部送来的
4200元钱的事，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上太
和村村民戚桂海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老戚的妻子去世后，他一人带着两个
上学的孩子生活，家庭生活困难。2 0 1 6
年，在村里的帮助下，老戚把家里地租了
出去，就近来到离村不远的一家企业打
工，靠稳定的收入脱了贫。去年8月份，老
戚突患重病失去劳动能力，家庭没有了生
活来源，成了村里的“返贫户”。

“那是‘分红’的钱。”上太和村村
支书国庆介绍，在政府支持下，村里建起
了西红柿大棚、养羊基地等扶贫项目，把

年收益的10%分给村里的贫困户。
“脱贫攻坚作为‘天字号工程’，要

把责任和压力层层传导到基层、传导到每
名党员干部。对扶贫领域违纪违规违法问
题，必须一律严肃查处，决不姑息迁
就。”岱岳区委书记亓利群如是说。

针对如何有效解决扶贫领域“最后一公
里”的监督难题，岱岳区建立起覆盖区、镇
（街）、村三级责任体系，突出扶贫领域监
督执纪问责，制订了《聚焦扶贫领域整治和
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实施方
案》，压实各镇街党委的主体责任、扶贫部
门的牵头抓总责任、职能部门的主管责任和
镇街纪委的监督责任，形成横到边、纵到底
的责任落实机制。

此外，岱岳区还建立起区、镇、村三
级约谈机制，由区纪委常委逐级开展廉政

谈话。
“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有什么

意见建议？”去年以来，岱岳区聚焦8个区直
部门和17个省级贫困村进行扶贫领域专项
巡察，进村入户开展“地毯式”走访。今年3月
下旬，又对12个部门和36个市级贫困村进行
了全面“政治体检”。

“通过深入贫困户家中，坐下来，沉
住气，拉家常，悉心询问日常生活和身体
状况，了解他们领取扶贫物资、享受扶贫
政策情况，深入掌握区直部门、镇街、村
居帮扶措施落实情况。”岱岳区委常委、
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展延安说。

综合施策，岱岳区创新探索开展了
“对账式”“板凳式”“隔离式”专项监
督检查，让基层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无处遁形。同时，根据了解的情况，

一旦发现涉嫌违纪违规问题，及时进行初
步调查取证，现场拍摄贫困户生活和住房
状况等，准确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

“对扶贫领域问题线索，实行统一管
理，分类处置，严格做到一个‘入口’归
集，一个‘出口’分流，一个‘标准’统
计，盯住具体问题，见人见事，以零容忍
态度严肃查处扶贫领域失职渎职、虚报冒
领、优亲厚友、侵占挪用以及干部作风不
严不实、敷衍塞责等问题。”展延安说，
通过严格实行“一案双查”和“双问
责”，以严肃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去年以来，当地共查处扶贫领域问题
65起101人，党政纪处分20人，组织处理81
人，持续释放了“敷衍塞责必问责、敢动
‘奶酪’必严惩”的强烈信号。

突出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岱岳区：精准监督护航精准扶贫

东明：千人返乡创业 助力脱贫攻坚

□记者 肖芳
通讯员 张晓武 报道
本报青岛讯 4月11日，青岛市城阳区召开海洋与渔业

全国政务服务标准化动员会，按国家标准委办公室批复，绘
出推进路线图，启动建设全国海洋与渔业系统首个政务服
务标准化试点单位，助推政务服务再升级。

2017年9月，省政府办公厅在城阳区海洋渔业局召开
“政务公开”试点现场会。2018年1月，城阳经验在全省海洋
与渔业工作会议上推广，相关做法被中编办关注。3月21日，
城阳区正式获批全国政务服务标准化试点。

去年以来，城阳区从服务内容标准化、服务方式标准化、
服务监督标准化、管理模式标准化等四个方面，推进海洋与渔
业政务服务标准建设：服务内容标准化方面，将原来分散在5
个科室的审批职能集中到1个科室，全面承担15项行政审批事
项和16项便民服务事项，进驻行政服务大厅，真正做到“让群
众只跑一次腿”。2017年共受理完成各类审批许可3468件，较上
年同期提高30%。服务方式标准化方面，推行了包括个性化定
制服务、全程跟踪服务、增值服务、志愿者服务、全天候服务等

“店小二”式五项服务；服务监督标准化方面，实施了“竖一块
办事服务的指示牌子、整合一部统一的公开电话、印一张办事
指南的明白纸、组织一次市民评议监督、开展一次阳光政务体
验日、召开一次政策解读会”的“六个一”工程；管理模式标准
化方面，建立了“常态学法”、“阳光函询”两种机制，约束权力
运行，实现用制度管权管人。

目前，城阳区正在制订海洋与渔业全国政务服务标准
化试点建设实施方案，计划到2019年6月底前，探索创建有
价值、可复制、可推广、可考核的海洋与渔业政务服务标准
和规范。

城阳积极推进全国
政务服务标准化试点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姜珊 报道
本报临沂讯 “今天开工的是华为临沂云计算大数据

中心‘沂蒙云谷’项目，总投资12亿元，打造商贸物流、智能
制造、企业上云三大平台，辐射鲁南苏北，助推临沂新旧动
能转换。”4月17日，在临沂市经开区新旧动能转换项目集中
签约和开工现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政企云副总裁张怀东
告诉记者。当天，总计投资286亿元的24个新动能项目在临
沂经开区集中签约和开工。

据介绍，本次集中开工签约项目除华为外，还有康巴莱
特产50000套玻璃钢制品项目、连城·临沂装备制造产业园项
目、维也纳国际酒店项目等，涵盖智能制造、大数据云计算、
医药健康、公共服务等领域。目前以华为大数据中心为代表
的这些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华为项目预计5月30日就可开通
云计算、云服务等业务，将有助于政务惠民、文化旅游、生态
环保、智慧教育、健康医疗、平安城市等云的快速发展。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房正 报道
本报鄄城讯 2018中国（国际）人发风情节4月16日在

鄄城县举办，来自国内外近百名客商参加，有8个人发加工
项目在现场签约，总投资10亿元。

人发产业是鄄城县六大龙头产业之一，不仅在促进就
业、增加税收、活跃市场、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重大作
用，还是鄄城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全县有发制品
生产企业216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27家，从业人员7 . 5万余
人，年生产假发近万吨，各种假发制品1500余万件。

临沂经开区286亿元

新动能项目签约开工

鄄城县举办2018
中国（国际）人发风情节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武山 梁传洲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加工钩包一天能挣30多

元，年底俺家能脱贫。”3月7日，枣庄市
台儿庄区张山子镇大善庄村贫困户宋敬侠
高兴地对记者说。

宋敬侠是2017年建档立卡贫困户，患
有慢性病，打工无门路，靠低保维持生
活。去年村里建起了“扶贫车间”，引进
了立格箱包公司，提供就业岗位50余个，
她和10多名贫困村民一起在家门口圆了就
业脱贫梦。

枣庄市立格箱包有限公司负责人是返
乡农民工黄飞，2011年返乡后创办了钩包
来料加工点，2014年实现个转企，带动800
余人就业。在区扶贫办的引导下，他先后
在张山子镇大善庄村、新闸子村的“扶贫
车间”设立了钩包来料加工点，带动30余
名贫困人口就业增收。

台儿庄来料加工有基础，现拥有钩
包、喜庆用品等加工品种36大类5000多个品
种，创建专业村139个，发展来料加工点636
个，培养来料加工经纪人636名，带动5万
多人就业，人均年加工费收入6000多元。
开展精准扶贫以来，该区采取统一规划、
统一设计、统一招投标、统一建设的方
式，利用扶贫资金在贫困村建设来料加工

“扶贫车间”，租给来料加工点或企业使
用，与进驻经纪人签订扶贫协议，吸纳有
劳动能力贫困人口就近就地就业，并按年
度收取租金发放给贫困户。同时，将精准
扶贫与大众创业相结合，将“扶贫车间”
优先提供给有创业需求的贫困户和本地来
料加工经纪人使用，并提供信贷支持、租
金减免、工商注册等方面优惠政策扶持。

涧头集镇孙楼村贫困户孙守才有意创
办皮鞋加工厂，但缺少资金和场地。镇扶
贫办将新建成的“扶贫车间”免费提供给
他使用，并帮他办理了10万元小额低息贷
款。现在他的皮鞋厂带动30多人就业，年
收入10多万元。

截至目前，台儿庄区累计投入扶贫资
金1270万元，在贫困村建成来料加工“扶
贫车间”56个2 . 4万平方米，其中46名从事
服装、玩具等来料加工项目的“草根”创
业者进驻“扶贫车间”，带动4326名贫困
人口人均年增收2000余元。

“将本地‘草根’创业者引入‘扶贫
车间’，既带动了贫困人口脱贫，又促进
了企业发展壮大，实现了扶贫和产业发展
的双赢。目前，进驻‘扶贫车间’的46个
项目有21个完成规模扩张，6个实现个转
企。”台儿庄区扶贫办主任孙玉平介绍。

台儿庄：草根创业者领办扶贫车间
带动4000余贫困人口脱贫

□张培月 报道
本报阳谷讯 近日，阳谷县安乐镇后屯村东大生态科

技示范园里草莓飘香，圣女西红柿火红，吊西瓜将成熟待
摘。游客边摘小西红柿边谈笑，幸福的心情溢于言表。

近年来，该镇以特色农业为根本，着力开发生态观光旅
游，引进6家公司，培育26家合作社和500余户种植大户，规
模化种植特色农产品1 . 5万亩，刘庙村建成3000亩矮化苹果
基地，袁庄村500亩红富士苹果，刘品村300余亩玫瑰园，凤
祥千亩大水库，形成旅游圈。“玫瑰芬芳满田野，草莓飘香涌
村庄”。口口相传的民谣里，生态观光农业成为乡村游的好
去处。乡村游带动农村土地转型，休闲种养模式在农村大力
推广，3万农民看到旅游带来的农业发展前景，旅游采摘使
全县农产品价格提高了20%，增加农民收入3 . 2亿元，农民人
均增收360元。

阳谷县安乐镇———

生态观光农业美村富民

广告

□高启民 张环泽 报道
枣庄市台儿庄区泥沟镇举办来料加工技能大赛，草根创业者领办的“扶贫车间”

农民加工能手踊跃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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