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董卿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韩乃栋 衣丽 鹿斌

十年前，孙爱清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妇
女，闲暇帮人套套果袋、扒海蛎子挣点零
钱，一年收入几千元。现在她管理着300亩
葡萄园，手下30多人。去年，她首付60万元
在开发区买了新房子。

一切的改变，源自张裕公司葡萄基地落
户蓬莱大柳行镇。

“之前这里都是山沟薄地，种花生小麦收
成很小，但适合种葡萄。”葡萄基地工作人员
梁海忠告诉记者，2006年，张裕开始发展自营
葡萄基地，把第一块基地选在了大柳行。在当
地政府的协助下，现在一共流转了9个村4000
余亩土地，栽植蛇龙珠葡萄2600余亩。

偌大的基地，张裕公司的管理人员只有
俩。其余都是当地村民。为了充分调动积极
性，自2009年起，基地开创性实行了“统一
管理，承包到户”的运营管理模式，将建成
的葡萄园承包给20多户村民，基地统一技术
要求，农药化肥、人工费用全部由基地垫
付，年底再从销售收入里扣除。

“承包户除了自己买些农机具，别的都
是基地垫付，销路更不愁，全部由张裕公司
收购。”孙爱清一开始在葡萄园打工，后来
试着承包了10亩，再后来40亩、100亩，300
亩。她成了基地最大的承包户。受基地辐

射，周边40公里范围内有劳动能力的村民都
到这里打工了。平时四五百人，忙的时候上
千人。基地每年支付工资300多万元。

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振

兴的受益者，农民的收入增不增加，是一把
“尺子”。蓬莱市把农民富裕视为实现乡村
振兴的关键，一个项目能不能落地，先用这
把“尺子”量一量：农民能不能深度参与到

产业链条中去，农民收入能增加多少，农民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不能调动起
来？只富企业不富村民的项目，宁可不要。

木兰沟村，是大辛店镇一个只有350口
人的小山村。站在村后山坡上四望，拉菲、
仙岛、逃牛岭等7家酒庄隐现于漫山的葡萄
园里。黄传国，村里一位普通的村民，如今
是拉菲酒庄葡萄园的队长。

“酒庄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8月18日
开庄。用的基本都是当地老百姓。现在俺们
村里有45人在拉菲葡萄基地打工。一月3000
元，还有双休日，自己地里的活不耽误。”黄传
国告诉记者，每年开会，他都会打报告给工人
涨工资，从最初的每天50元，涨到现在100元。
45个人每年领到的工资就有120余万元。

2018年，拉菲、逃牛岭等一大批酒庄项
目将陆续完工投产。从拉菲酒庄向西南3 . 5
公里，一个游客服务中心正在抓紧建设，建
成后将辐射周边十几个酒庄。这是蓬莱阁和
圣旅游综合开发项目的一部分。

项目由蓬莱和圣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投资8 . 5亿元建设，规划建设伯乐园、驿乐
园、农乐园、颐乐园和悠乐园五大主题乐
园，打造集农业观光、马匹鉴赏、马文化体
验交流、体育运动、养生度假、餐饮娱乐、
科普教育为一体的休闲观光旅游胜地。项目
实施后，需新增大量劳动定员，为当地农民
带来了长久、稳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蓬莱大力发展生态高效农业

让农民从产业链多获红利

□韩乃栋 衣丽 报道
7家酒庄隐现于蓬莱市大辛店镇木兰沟村漫山的葡萄园里。

□本报记者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郭雯丹 陈志勇

“骗取低保扶助金，套取危房改造补助金、低保复核失
职……”近日，邹城市纪委对6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
例进行了通报曝光。

今年以来，邹城市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瞄准问题症
结，着力从责任落实、制度约束、专项治理等方面靶向施策，全
力整治“微腐败”。该市制定出台了“两个责任”任务分工和责
任清单，定期开展述责述廉工作，并对落实“两个责任”情况进
行专项检查、履职约谈和集中督导，全面构建了明责、督责、考
责、问责“四位一体”责任落实体系。今年一季度，实施党内问
责15起，问责党组织3个，党员干部13人，约谈“零查处”镇纪委
书记3人。为打通整治基层“微腐败”末梢，邹城市出台了《农村
干部作风建设五项规定》，从服务群众、秉公办事、管好“三
资”、抵制“四风”、厉行节约等五个方面对村干部作出了18个
严禁的具体要求；在全市16个镇街、895个村居创新实施村级
资金、资产、资源、账务、档案、公章等事务“六规范”管理。

“‘微腐败’如果出现在惠民政策、精准扶贫这些重点
领域，将直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损害党的形象，杀伤力更
大。”邹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汲进梅认
为，整治“微腐败”需要紧盯重点工作、重点领域，下苦
功、治“未病”。市纪委监委组成8个察访组，建立完善重
点领域问题线索台账，对群众反映强烈、性质恶劣的问题，
实行挂牌督办或直接查办，1月—4月份，共发现问题线索38
个，通报曝光典型问题27起57人。今年以来，共查处群众身
边腐败问题58起，处理94人，党政纪处分60人。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聪聪 静静 报道
本报禹城讯 “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作风问题应如何定

性？”6月5日上午，禹城市委第四巡察组就问题追溯清单中
最近巡察出的问题定性进行会商研究。

在巡察工作中发现线索不少，但如果关键信息不明确、
难以追溯核实，问题就难以量化。禹城市委巡察组在巡察中
探索制定问题追溯清单，对巡察人员工作和发现的问题全程
跟踪记录，让整个巡察过程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责任到
人，实现双面监督。清单对巡察整体工作发现问题、初步核
实、最终定性三个阶段进一步细化，制式表格清单详细记录
发现问题阶段的巡察人员、发现的问题及摘要、初步处理意
见、证据材料，初步核实阶段的核实人、当事人、核实方
式、初核结果，最终定性阶段的依据法规、问题分类、会商
核准、报告表述等12项内容。

有了清单，巡察问题定性有了保障。清单一列，不仅对
发现问题及时研究汇总，将苗头性问题及时制止，杜绝小问
题变大，还能及时总结发现共性问题，及早提醒教育，发挥
巡察工作政治体检的作用。清单不仅是对巡察单位的监督，
对巡察工作人员也形成制约。“巡察追溯清单全程留痕，发
现问题倒追责任人，对巡察工作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禹
城市委巡察办主任王晓力说。目前，该市通过巡察共发现问
题171个，纪委已立案14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人，谈话
函询8人，巡察作用初步显现。

邹城：靶向施策

剑指“微腐败”

禹城：问题追溯清单

提升巡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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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陈 龙

“大姐，打第几瓶了？”“这是第二
瓶，还有一瓶就打完了。都怪我不小心，又
让刘兄弟你费心了！”

6月6日上午10时左右，枣庄市市中区民
政局局长刘小龙来到永安镇寨子村卫生室，
看望正在挂吊瓶的崔明珍。58岁的崔明珍是
刘小龙的结对帮扶贫困户，今天一上班，局
驻村“第一书记”董怡君打电话告诉他，崔
明珍过大门槛时摔倒了，软组织有点挫伤。

崔明珍丈夫因车祸去世，儿媳离婚走了，
儿子外出打工，她独自一人拉扯5岁的小孙
女。崔明珍体弱多病，患有冠心病、类风湿关

节炎、高血压、糖尿病，每天要吃7种药。
“就是亲兄弟也没这么上心，这么耐

心，就像这全家福照片一样，跟一家人没什
么两样。”崔明珍指着客厅悬挂的镜框，里
边镶着一张20吋的彩色照片，“中间这个是
刘兄弟和我，这个是俺小孙女，这个是董书
记，还有俺们村主任”。

“全家福”是今年春节前刘小龙来崔家
走访慰问时照的，崔明珍很珍惜。

离开崔明珍家，刘小龙和局党委委员、
区干修所所长唐海英一起来到村民付常红
家。53岁的付常红是从莒县嫁过来的，老伴
前几年去世，跟24岁的女儿一起生活，孤儿
寡母，人生地不熟，日子过得艰难。去年，
唐海英跟付常红结成了对子。

在付常红家堂屋东墙上也挂着一个镜
框，里边同样镶着一张“全家福”——— 付常
红、唐海英、董怡君，以及村干部。

据了解，目前，市中区还有888户、
2018名巩固脱贫人口。其中绝大部分是老弱
病残，其中400人身体有残疾，需要各种扶贫
政策兜底扶持。区委决定由全区800多名科级
干部与他们结对帮扶。寨子村地处城乡接合
部，全村共有22户贫困户，区民政局10名科级
干部与其中的10户、27人结成帮扶对子。

记者注意到，刘小龙的办公室也悬挂着
他跟崔明珍的“全家福”，家里的客厅里也
张贴着同样的“全家福”。

刘小龙解释说，今年春节送温暖时，局
里研究决定跟帮扶户照张“全家福”。一式

三份，帮扶户一份，我们10人每人办公室和
家里各一份。

“我的想法很简单，一是增强扶贫户的
幸福感，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二是增强帮
扶干部的责任感，看到照片就感到压力，不
能辜负帮扶户的信任”。刘小龙说，“帮扶
不能有外心、不能当外人、不能看作身外
事，要杜绝‘三外’，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爹
娘和兄弟姐妹对待，真心实意帮他们解忧
难，除了帮助经济上增收，还要给他们送去
精神和亲情的慰藉，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温暖。”

“全家福”不只是挂在墙上，而是悬挂在
了每位帮扶干部的心上。市扶贫办一位干部
评价：“这看起来就和谐，想起来就温暖。”

枣庄市中区民政干部情系结对扶贫户———

三份“全家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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