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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鸿儒 赵冰

事情发生在莱芜市莱城区和庄镇张家台
村，主人公是老张。今年7月初，他的银行卡
里打进了1440元养老钱。

张家台村地处偏远深山，是有名的省级
贫困村。千百年来，小山村里一直固守着这样
的观念：谁家里儿孙多，老了就能多一份保障。

老张今年89岁，是山沟沟里老实巴交的
农民。和庄镇与淄博市博山区相邻，过去，
和庄人多到博山讨生活。年轻时的老张并不
穷，平时种些玉米、花椒，闲时也会进山挖
点中草药，然后跟着同村的年轻人到博山集
市上售卖以贴补家用。

在老张记忆里，不是挑水、浇地、除
草，就是爬山采药、进城赶集，就这样抚养
起了三儿三女。在旁人眼中，老张幸福的晚
年生活应该是毫无悬念的，而实际上，老张

过得并不踏实。
靠天吃饭、土里刨食，山上的贫困像日

出日落一样恒定。今天是什么样子，明天就
是什么样子，一年365天，似乎一眼就望得到
头。更可怕的是，这样的苦日子会从这一代
传递到下一代。贫困时间久了，自顾不暇，
亲人之间也变得计较、冷漠。

“前些年，100多元的‘新农合’钱，孩
子们都不给他凑。”村“两委”成员这样提
及老张家的情况。因为贫困，老张成了子女
眼中的“烫手山芋”，谁也不愿意接。

2015年，扶贫奔小康步伐开始加速，莱
芜的干部群众都在为早日脱贫干得热火朝
天。当年6月份，莱芜市委组织部为张家台村
派驻了第一书记，多挖井、发展光伏发电，
建设文化广场。老张一有了闲就串村子看景，

“这跟过去还真有点儿不一样。”老张说。
村民日子宽裕后，许多事也发生了变

化。今年，莱城区又推行农村孝德扶贫工

作，专门设立“孝德养老”基金，针对贫困
人口中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按照每位贫困
老人每月100元、200元两个档次，基金在子
女上交赡养金的基础上给予20%的补助，100
元、200元档次的，补助后分别为120元、240
元。子女将赡养费交到村里，之后统一交到
各镇经管站，按照要求政府从基金里拿出补
贴，补贴后的赡养费再通过村里，打到老人
的专用账号上。

让老张欣慰的是，这次子女们都积极主
动，按照每月200元的标准一次性交齐了半年
的养老钱。“我手头不光是多了养老钱，这
孩子们之间走动还多了哩。”老张对记者说，

“村里跟我说，年底还会有1440元打给我。”
“基金的设立和运行，形成了政府、社

会、家庭合力孝敬老人的‘杠杆效应’，引
导子女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莱城区扶贫办
主任张涛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脱贫致
富的步伐，农村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

“孝德养老”基金设立后，子女间的计较少了———

200元孝心款引发的“杠杆效应”

全面小康，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

一个不能掉队。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

进，莱芜市剩余的4215名贫困人员，70%以

上集中在偏远山区、80%以上是老弱病残，

这部分群众无业可扶、无力脱贫，是贫中

之贫、困中之困。为此，莱芜市把工作重

心聚焦到特困群体的脱贫解困，在行业扶

贫和社会扶贫方面下足“绣花”功夫，逐

个破解贫困群众衣食住医学等难题，为

“后三年和三年后”脱贫攻坚工作打造新

“引擎”。

莱芜市委书记、市长梅建华指出，要改

进作风抓落实，把讲政治的要求落实到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上来，把严和实的作风贯穿到

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中，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营

造风清气正、实干尽责的良好环境。对此，

莱芜市对各行业部门采取亮灯督查、专项督

查、观摩督查、晾晒督查、评比督查等措施

倒逼帮扶到位。

扶贫攻坚，人人有责。如何调动社会

力量加入到扶贫队伍，成为打好后三年脱

贫攻坚，乃至三年后扶贫巩固工作的重要

一环。

莱芜市出台《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

与脱贫攻坚实施方案》《莱芜市“青春扶贫

温暖嬴牟”志愿服务行动实施方案》，开

展了“青春扶贫 温暖嬴牟”志愿服务行

动，动员200多家社会组织、上万名志愿者

参与脱贫攻坚，服务全市189个省定、市定

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较多的插花村中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并为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统

一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年底以市委、市政府

的名义对帮扶成效突出的社会组织予以表

彰。

同时，莱芜市还向328名市外莱芜籍优

秀人才发出倡议，动员他们充分利用各自的

知识技能、人脉网络、社会资源，为莱芜的

扶贫事业添砖加瓦。

■核心提示

引导社会组织

拿出“绣花”功夫

打赢脱贫攻坚战
□ 于向阳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报道
本报莱芜讯 7月9日，国家科技部正式公示了

2017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拟入选对象名单，莱芜市
山东希格斯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周震入选。

本次共产生了323名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54个重点领域创新团队、212名科技创新创业
人才和30个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该计划旨在通
过创新体制机制、优化政策环境、强化保障措施，
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高水平的
科技领军人才和工程师、优秀创新团队和创业人
才，打造一批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加强高层次
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引领和带动各类科技人
才的发展，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一人入选科技部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邹建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7月10日，由莱芜市科技局承办
的山东省中小微企业创新竞技行动计划网上初选工
作率先在莱芜启动。莱芜市共有41家企业参加本届
赛事中7个领域的竞技。

该竞技行动计划分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
及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互联网、现代
农业、海洋科技等8个技术领域。莱芜市将继续承
办新能源及节能环保领域的竞技，全省共有204家
企业(团体)参加。

莱芜41家企业参与

省中小微企业创新竞技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报道
本报莱芜讯 7月12日，“2018年山东民营企

业100强”名单公示，莱芜市有两家民营企业上
榜，分别是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九羊
集团有限公司。

该榜单评定由省工商联、省经信委、省农业
厅、省商务厅、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省工
商局、省统计局共同完成。

两企业入选

山东民营企业百强名单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赵冰 报道

本报莱芜讯 7月13日，从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传来佳讯，该院学生于锡超参加由教育部发起的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并获得护理技能赛项
（高职组）金奖，是莱芜市首次在该项目获得全国
金奖。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斩获全国技能大赛金奖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7月9日，在莱芜农高区方下镇蔺家楼村
贫困户闫俊生的家里，一件白色衬衣挂在显
眼位置，与屋内的陈设显得格格不入。闫俊
生说：“这衬衣俺没花钱”。

今年64岁的闫俊生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
道。以前日子过得虽然不富裕，但手头也从
来没紧过。没想到，3年前一场疾病让他花光
了所有的积蓄，而且还被检查出慢性病，失
去了劳动能力。

“都好几年没买衣服了，他们不光送来
了衬衣，还有3件棉衣呢。”闫俊生说，虽然
日子不比从前，但自从被识别为贫困户后，
心里却很知足。

闫俊生口中的“他们”，指的是山东壹
衣不舍公益中心。去年，莱芜市联合山东壹
衣不舍公益中心开展“壹衣不舍不愁穿”扶
贫公益行动，在各单位和生活小区设置570个
旧衣回收箱，面向广大市民朋友募集旧衣
物。

“成色较新的衣物，由壹衣不舍公益中
心进行分类、清洗、消毒，按照贫困群体的
具体需求进行整理、打包、投放，不符合要
求的则成为企业生产的原材料。”莱芜市扶
贫办主任狄杰友说，上半年，壹衣不舍公益
中心为全市4215名贫困人员免费发放“新
衣”1 . 6万余件。

贫困户不仅穿衣有了保障，也不再为吃
饭问题发愁。

“上门送饭”是莱芜市解决贫困户吃饭

难问题探索出的新模式。采取“镇街承担一
点、村里补助一点、社会捐助一点”的方
式，在各村创办“幸福食堂”，做好饭菜后
由专人送到贫困户家中。而针对某些失能特
困群体“守着油和面，做不了热乎饭”的现
状，组织村内爱心人士到贫困户家里，用贫
困户的食材，为其烧水做饭。

“只有解决好贫困户的吃、穿、用，才
能真正把扶贫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狄杰
友说。同时，还将为尚未脱贫和脱贫享受政
策的贫困户每户配备“一口锅子、一把菜
刀、一个案板、一个暖壶、一条毛巾、六个
盘子、六个饭碗、一床被褥”，满足贫困户
基本生活需求，并将发动更多社会力量来参
与扶贫济困这项事业，全力打好后三年和三
年后的脱贫攻坚工作。

扶贫要从解决好贫困户的吃、穿、用做起———

闫俊生的新衣没花钱

钢城区精准帮扶管理服务系统实现贫困户全覆盖———

帮扶人员扫描二维码签到签退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亓莹莹

7月9日，临近晌午，莱芜市钢城区里辛
街道小官庄村第一书记孙立军将幸福食堂
做好的可口饭菜，送到了帮扶对象吕来昌
老人家，并用手机扫描贴在墙上的二维码
签到。

老人腿脚不方便，孙立军每次来到老人
家，都帮着拾掇拾掇，陪老人聊聊天，问问
是否有其他问题需要解决。陪着老人吃完饭
半小时后，孙立军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签退，
实现一次有效帮扶。

贫困户家贴上二维码，帮扶人员进行有
效帮扶，实现了对帮扶人员的精准管理，也
实现了帮扶人员对贫困户的有效帮扶。

帮扶人员到贫困户家要扫描二维码，这

还要从钢城区扶贫办建设的精准帮扶管理服
务系统说起。

“之前很多帮扶人员去贫困户家签个字
就走，甚至让别人代签，走访贫困户询问帮
扶情况时都说不知道、不认识，帮扶人员到
位率不高，帮扶效果大打折扣。为使帮扶人
员真正到位，为贫困户解决难题，我们研发
出管理服务系统，并将二维码贴在贫困户
家。”钢城区扶贫办副主任赵宪明说。

钢城区精准帮扶管理服务系统是由钢城
区扶贫办联合莱芜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研发
的。将贫困户基本情况和帮扶人员信息录入
系统后，会自动生成专属二维码。在钢城
区，精准帮扶管理服务系统已实现贫困户全
覆盖。贴在吕来昌老人家的二维码，一扫
描，便可看到老人家庭基本情况和帮扶人员
信息。

而吕来昌老人能吃上村里的幸福食堂，也
是孙立军在一次帮扶时为老人解决的。

老人今年70多岁，是小官庄村仅剩的3户
贫困户之一，儿子生病常年住院，没有收入来
源，一年到头，爷儿俩只能靠政府低保和村里
补贴相依为命，吃饭更是能凑合就凑合。

有一次，孙立军在饭点到了吕来昌老人
家，发现爷儿俩吃的仅是一盘昨天剩下的炒
土豆丝，这一幕让孙立军记忆深刻。

当时，钢城区在全区推广建设幸福食
堂，小官庄村作为第一个试点单位开始运
营，孙立军便想着把吕来昌爷儿俩纳入幸福
食堂名单。经过和村党支部书记商议，召开
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让吕来昌爷儿俩吃上
热乎的饭菜，很快就实现了。

不仅如此，政府还给贫困户免费量身定
制了“一键呼叫”扶贫手机。如果发生意
外，贫困户可一键拨打，后台将及时通知就
近可进行帮扶的村“两委”、帮扶责任医生
等进行及时救助。

为真正实现有效帮扶，帮扶人员在扫描
二维码签到进行帮扶后，系统设置半小时后
才可扫码签退，且只能在贫困户家周边50米
内扫描二维码才会有效。半小时后，帮扶人
员将以上传服务照片、视频和工作日志形
式，在平台完善帮扶内容，实现有效帮扶，
以便后台对贫困户情况及时全面掌握。

除吕来昌爷儿俩，村里还有两户贫困
户，区、镇、村三级帮扶人员不定时地到贫
困户家扫描二维码进行签到帮扶，真正为贫
困户解决他们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书记孙立军到贫困户吕来昌老人
家进行签到帮扶。

扶贫攻坚篇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报道
本报莱芜讯 7月15日，莱芜市在重庆召开招

才引智合作洽谈推介活动。活动中，莱芜市与重庆
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和部分高校院所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山东九羊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与
重庆大学、重庆理工大学专家教授签署了合作协
议。

今年，莱芜市还将在北京、上海及美国和加拿
大开展系列招才引智推介活动。

莱芜市赴重庆开展

招才引智合作洽谈活动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刘琴 报道

本报莱芜讯 7月10日，莱芜市财政拨付资金
887万元，落实2017年度嬴牟产业领军人才(团队)首
期资金，以及2015—2016年度高层次人才奖励扶持
资金、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的后续扶持资金。

近年来，莱芜市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力度，
支持实施人才强市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大限度
激发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

887万元

奖励产业领军人才

今年以来，莱芜市在行业、社会扶贫方面下足功夫，调动全市各界力量关心扶贫、支持扶贫，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出台台41个

成员单位251个年度考核任务、6个区(功能区)和20个镇(街)年度任务清单，32600名贫困人员均落实一对一帮扶责任人，效果显著。

2018年有关部门单位参与扶贫情况

市委组织部

带动农村基层党员、市外莱芜籍优秀
人才，在7个镇（街）26个村（居）试点建
成一批“党建超市”，贫困户帮扶需求上
架供党员认领，已认领500多户；向328名市
外莱芜籍优秀人才发出倡议，支持全市脱
贫攻坚。

市委宣传部

带动爱心人士，在全市895个有贫困人
口的村推行孝德扶贫，指导莱城区72%的村
设立孝善养老基金，惠及贫困老年人862
人，募集基金76 . 74万元；通过新闻媒体，
向社会爱心人士发出倡议，募集扶贫资金
100余万元。

市委统战部

向各民主党派发出各类集体活动优先
到贫困村开展的倡议，45家企业帮扶45个省
市贫困村，帮扶钱物100多万元。对全市建
档立卡贫困弱视儿童开展免费治疗，建设

海联新农村卫生室5所。

团市委

动员20多家青年社会组织，在189个省
市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较多的插花村开展青
春扶贫志愿服务行动，帮扶建档立卡贫困老
人180余名，帮扶贫困弱势青少年520余人。

市工商联

动员50多家非公骨干企业参与脱贫攻
坚，募集扶贫资金200余万元。

市经贸委

向38家驻莱省属及以上企业、市属国有
企业发出倡议，募集扶贫资金300余万元。

市民政局

组织全市2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开展志愿帮扶、义工服务等活动。

市直机关工委

组织全市14000多名市直机关党员参与

“慈心一日捐”，已募集资金500多万元；
联合市委组织部加强对全市144名市派第一
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考核管理。

市妇联

带动妇女致富带头人、妇联组织，依
托“爱心妈妈”联盟，为94名贫困学生免
费发放价值1 . 5万元的衣物，为50名贫困
学生发放救助金6万元，争取省市相关救
助资金4 4万元救助“两癌”贫困妇女7 7
名。

市农业局、市供销社

带动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全市65个
省定贫困村建立103个农业合作社，惠及贫
困人口1156人；在市级现代农业发展资金中
安排450万元用于支持参与扶贫的农业新型
经营主体发展。

市城乡水务局

投资1730万元在69个库区村建设1793千
瓦的光伏发电站，惠及贫困人口110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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