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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篇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寒风凛冽，百木凋零，冬季的山村失去
了往日的盎然生机。12月21日，记者来到莱

芜市雪野旅游区茶业口镇西嵬石村，这里却
是另一番忙碌的景象。在西嵬石村果蔬大棚
里，刚刚采摘的茄子、芹菜等蔬菜已经装
车，准备运往市区的商超和酒店。

西嵬石村是省级贫困村，过去村民主要

靠种植玉米、花生等作物为生，收入甚少。
村里的青壮年为了生计，大多选择背井离乡
外出打工。

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让贫苦了一辈子的
西嵬石人看到了希望。2016年，茶业口镇整
合利用专项扶贫资金发展特色种植、资产收
益性、托管收益性、旅游等13个扶贫项目，
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西嵬石村便是第一批获
益的村庄，村里的30个果蔬大棚就是用西嵬
石、西榆林、姜家峪、尧舜、中榆林、南嵬
石、北嵬石、上石臼、史家崖、下石臼等10
个村382 . 21万元的扶贫资金建立起来的。

在果蔬大棚里打工的贫困户陈家海告诉
记者：“现在，一个月光打工的钱就能拿到
2000多元，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利用扶贫资金建立项目，既保障了贫
困户的收益分红，让村民和集体有收入，还
安排了不能外出打工的剩余劳动力，同时确
保了扶贫资金作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莱
芜市扶贫办主任狄杰友说。自2016年以来，
莱芜市利用2 . 7亿元扶贫资金共实施产业扶贫
项目320个（自建项目90个、认购项目56个、
托管项目174个），年收益率均在10%左右。

扶贫项目的收益如何分配，关系到扶贫
资金是否能精准入户。对此，莱芜市提出由
镇（街道）经管、财政部门对扶贫资金实行
专账核算、专人管理、专款专用，防止扶贫
资金脱离监管。

在茶业口镇扶贫办公室里，一张扶贫项
目资产登记表详细记录着西嵬石等10个村的
贫困人口数和各村的产权分配，扶贫收益也
按照这个登记表，由经管站通过银行打入贫
困户“一本通”账户中。今年9月份，陈家海
等68个贫困户便收到了30个果蔬大棚产生的
收益分红。

获益的不只是贫困户，西嵬石村也利用
扶贫项目的落地搞起了旅游。村里自筹资金
建设观光园区，并把村内的小河沟建起了拦
河坝，建起垂钓中心、生态餐厅等相关配套
设施，拉长产业链，带动村子的发展，改变
了村集体收入为零的尴尬局面。“村集体有
了收入，我们就可以把村里的基础建设搞得
更好，这也能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游玩。”
西嵬石村党支部书记陈华说。

不仅如此，莱芜市还提出，脱贫攻坚期
内，现行标准下，村内确实无贫困户的，经
村级研究、镇级批准后，扶贫项目收益可用
于本村内小型公益事业建设。

“精准扶贫要立足长远，要和乡村振兴
战略结合在一起。把资金项目化、项目资产
化、资产集体化，既能更好帮扶贫困人口，
又给各村打好家底，给贫困村注入新的活
力，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基石。”狄杰友
说。

资金项目化、项目资产化、资产集体化———

2 . 7亿资金给贫困村打好家底

2018年即将过去，盘点今年莱芜脱贫攻
坚战，可谓进展巨大，亮点频频。莱芜市围
绕“打好翻身仗、力争走在前”目标，按照
“工作载体化、载体项目化、项目主体化、
主体具体化”的思路，坚持开发性扶贫和保
障性扶贫并重，坚持个体脱贫和区域解困并
举，聚焦山区村，锁定老病残，不断完善扶
贫措施，狠抓责任落实，工作可圈可点。

一年来，全市65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
全部脱贫退出，3260名未脱贫人员全部实现
脱贫；45个省、市重点村贫困人员年人均增
收近2000元，非重点村贫困人员年人均增收
1200多元。

一年来，全市25684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居民医保全额纳入财政补助范围，为12442名
符合参保条件的建档立卡未脱贫、低保、特
困及重度残疾人代缴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
174 . 08万元。省、市、区三级财政共列支440
多万元专项资金，为16185户25694名贫困人员
购买了扶贫特惠保险。

一年来，四个季度帮扶责任人到位率分
别是78 . 29%、93 . 34%、97 . 92%、99 . 53%，呈逐
季上升趋势。后三个季度，群众满意度均为
100%。

■记者感言

年尾回看

脱贫攻坚
□ 于向阳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鸿儒

12月17日一早，在莱芜市莱城区和庄镇
普通村，几名镇里的干部匆匆来到71岁贫困
户栾兆富的家，进门后先赶紧用手摸了摸墙
上的土暖。

原来，今年4月底，栾兆富老两口搬进了
镇上补贴建造的新平房，但老人一直没钱置
办采暖设备。到了11月份，老两口靠烧煤炉
子尚能挨着，可这天随着大雪的到来是越来
越冷，进入12月份，在村扶贫理事会的帮助
下，给老人紧急安装了土暖。对于这制暖效
果，扶贫干部特别关心，当发现摸起来烫手
后，这才开心地笑了。

看到扶贫干部来家里，栾兆富赶紧搬来
镇上配发的板凳：“这个高，坐着舒服！孩
他娘啊，赶紧去烧水啊！”扶贫干部坐下
后，栾兆富自己守着炉子，打开了话匣子：

“太谢谢你们了，大到房屋，小到桌椅板凳等，
对俺们贫困户的生活关照得啥都有了。”

今年以来，莱芜市锁定老病残贫困人
口，动员市、区、镇机关干部、村“两委”
成员，每月到贫困户家中走访，帮助贫困户
修房子、解难题等。为精准扶贫，莱芜市除
帮贫困户补齐收入外，还利用“慈善一日
捐”资金，为贫困户购置锅碗瓢盆、衣物等
生活必需品；积极联系教育局，将学校更换
下来的桌椅板凳重新修理，免费赠送给贫困
户。

在栾兆富55平方米的新家中，主要电器
是一台彩色电视机，镇上送来的课桌因高度
适中成了最佳电视机厨。课桌下摆放着今年
10月份领到的炒锅、菜勺、菜刀、竹砧板、
菜盆、瓷碗、瓷盘等生活必需品。

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包含着扶贫
部门对栾兆富家的关怀。但更让栾兆富这个
贫困户感到踏实的是，他有了那个“压箱

底”的宝。栾兆富打开一个蓝色的“贫困户
信息包”，里面有一张健康扶贫卡和一张扶
贫特惠保险投保卡。栾兆富说，他今年在镇
上住院基本没花钱。

今年，莱芜市实行政策兜底，加大扶贫
特惠保险支持力度，并实施贫困人口镇卫生
院全免费政策，有效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问题。

“在网络上，寒冷的冬日，因为一条
‘锦鲤’而被搅热。我们为提高贫困户获得
感、幸福感而推出的‘扶贫大礼包’，今年
让1 . 8万贫困户受益，这是送给贫困家庭的
‘幸福锦鲤’。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为贫困
户做好服务，除了政府继续加大投入外，还
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扶贫。”莱
芜市扶贫办主任狄杰友说。

不久，扶贫干部们起身告辞，前往其他
贫困户家中。守在炉边的栾兆富，额上的皱
纹慢慢舒张开，眼睛已经眯成了一条线。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刘大伟

12月15日，气温骤降，但是在莱芜市经
济开发区张家洼街道黄梁坡村的老年房里，
贫困户王作卫家的屋子可比往年暖和多了。
就在一周前，经开区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和村
“两委”成员为他一家送来了半吨“过冬
煤”，这让他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

“加上之前买的1000斤，现在家里有
2000斤炭了，今冬就敢烧了。”王老汉伸出
俩手指头比划着。

老汉王作卫今年77岁，患有高血压、冠
心病，腿脚行动不便，常年需要吃药。老伴
陈秀花70岁，耳背，也没有劳动能力。一家
人的收入全靠每年的一点土地流转补偿款、
光伏项目扶贫收益以及逢年过节各级政府和
村委给的补助金等。

日子虽然过得紧巴，但是不缺吃穿，只
是每年一到冬天，王老汉就会为取暖发愁，
总盼着冬天不要太冷，这样“过冬煤”就能
省一点，可以挨到下一年继续用。今年还没
立秋，王老汉就开始筹划买煤炭，一到8月
份，趁着煤炭便宜，硬是挤出了403块钱，买
了近千斤的烟煤为过冬作准备。

“也没钱多买一些，往年一冬天也就买
七八百斤炭，买了也不舍得烧。平时没事就
出去拾点儿柴火、树枝，炭能省一点儿就省
一点。”一旁的陈秀花老人说。在取暖上，
老两口是“精打细算”，为了尽可能地减少
开支，每天烧炭时间都控制在两三个小时，
晚饭后，炉子就不烧了，王作卫就去村里的
老年活动中心“蹭暖”，老伴儿则去跳广场
舞“热身”。

给贫困户发放清洁煤，只是经开区“暖
冬计划”的一部分。12月7日下午，经开区扶
贫办又为王老汉一家送来了一个崭新的采暖
炉。王作卫左看看右看看，心里的高兴劲全
挂在了脸上。

“俺家这个小铁炉，用了20多年了。”
王老汉说，家里有两个炉子，小铁炉在屋内
平时用得比较少，屋外还有一个大一点的炉
子，主要是烧木柴做饭用。记者发现屋里的
小铁炉的炉口仅比茶碗口大一点儿。

“有炭烧，俺就很知足了，还发取暖

炉，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陈秀花
说，“这个新炉子一看就暖和。”

“有了清洁煤，又填了新炉子，今年这
炭烧得俺心里暖暖的。”王老汉的一句话让
屋子里的人都笑了。

据了解，为确保贫困群众温暖过冬，经
开区经过调查摸底，专门制订了“精准扶贫
暖冬计划”，筹集资金28 . 4万元，为全区20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购置节能环保炉具1
台、清洁煤半吨，确保所有贫困群众温暖过
冬。

贫困户“拾柴过冬”成为过去式———

王老汉今冬有了采暖炉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 茜

12月19日下午3时许，莱芜市高新区鹏泉
街道办事处党群办工作人员毕京芳提着两提
点心，来到帮扶对象鹏泉街道东龙崮村李爱
菊老人家，并用手机扫描挂在墙上的二维码
签到。

就在前一周，毕京芳到李奶奶家送芹菜
和藕，临走时，李奶奶送她到大门口，因地
上结了冰，李奶奶一不留神跌倒在地，毕京
芳心中愧疚不已。

这次前去看望，李奶奶说只是手腕摔了
一下，没有大碍，毕京芳的心才算踏实下
来。

在毕京芳的手机“精准扶贫”客户端
里，李奶奶的家庭基本状况、致贫原因、帮
扶措施、帮扶进展、帮扶成效等信息一目了
然。这是今年中旬由莱芜市扶贫办与莱芜市
居家养老中心共同研发的精准帮扶管理系
统，包括帮扶人员的管理和贫困户服务需求
两大模块在内。

帮李奶奶收拾屋子，陪李奶奶聊天，20
分钟的最低限时到了，毕京芳将帮扶过程拍

下的照片、视频及工作日志上传至帮扶
APP，同时点下签退键，实现一次有效帮
扶。

“就算帮扶责任人发生了改变，只要扫
一扫二维码，立马就能准确掌握贫困户的资
料，更重要的是贫困户只要用手机一扫也能
清晰明了地看到自己的帮扶责任人以及帮扶
措施，贫困户不再存在‘不知道’‘不清
楚’的问题。”高新区扶贫办副主任王永敏
说。

目前，精准帮扶管理系统集纳了全市
30802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基本信息，
8778名帮扶干部已全部录入系统，并开展帮
扶活动。

自李奶奶的老伴儿去世4个多月来，每次
毕京芳到她家里，李奶奶都会念叨着：“老
头子走后，要不是你跑前跑后，住院的2000
多块钱我上哪儿淘换去。”

李奶奶的老伴儿6月份住院，医药、住院
费共计7375 . 53元钱，经医保报销后，个人承
担3303 . 46元钱。毕京芳知道后，通过翻看李
奶奶的扶贫档案，发现还可以二次报销，于
是找到相关人员咨询、办理，最终李奶奶仅
付了1070 . 41元钱。

在实现扶贫责任人的动向准确把握后，
怎样才能第一时间了解到贫困户有什么需求
和动向？为此，高新区为贫困户免费量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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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2月22日，高新区4个重点扶贫村的
贫困户已拿到政府免费发放的手机，其他村
正陆续发放。

精准帮扶管理系统如同“千里眼”，将
帮扶工作变得“可控、可管、可查”；系统
又如同“顺风耳”，每天24小时随时接听贫
困户的每个诉求，并及时按需上门服务。

李奶奶握着毕京芳的手说：“你的手这
么凉，穿得太少了。”李奶奶顺势将双手紧
紧握住毕京芳的手，试图将自己手上的温度
传递给毕京芳。

精准帮扶实现“电子”全覆盖———

8778名扶贫干部实现有效帮扶

大到房屋，小到桌椅板凳，对贫困户的关照无微不至———

1 . 8万户贫困户迎来“幸福锦鲤”

莱芜市扶贫办、市农发行开展扶贫慰问送温暖活动。（资料片）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刘琴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2月14日，莱芜市在全省率先建
立“财政大数据”智慧平台，初步建成以社会综合
治税、税源结构分析、财政分配跟踪、项目申报监
管为主体的大数据分析系统。

该智慧平台集成了财政预算系统、指标系统、
支付系统数据资源，通过建立指标、支付数据关
联，建立多元化的分析模板，实现预算执行动态实
时监控。通过“财政大数据”智慧平台，可全面掌
控全市各级纳税人纳税信息，有效解决税收收入混
淆级次入库、企业纳税不及时等问题，税收征管秩
序得到进一步整顿；全面掌握了单位资金支出方
向、项目支出进度以及资金结余结转等详细情况，
为相关部门开展项目绩效评价提供数据支撑，实现
对单位预算执行情况的即时监督；全面掌握财政资
金扶持的项目情况，及时比对分析发现问题，发挥
财政资金效用。

截至目前，莱芜市已初选28家部门单位进行数
据采集，累计归集各类数据1 . 1亿条，并及时将数
据分析结果反馈税务等部门，用到税收稽查、风险
预警等工作中。

莱芜在全省率先建立

“财政大数据”智慧平台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刘恩杰 报道
本报莱芜讯 今年，中国银行莱芜分行成功为

莱芜市农高区寨里镇农产品出口大户万鑫经贸有限
公司办理了辖内首笔电子化审单汇入汇款业务，实
现莱芜分行国际汇款电子化审单业务新突破。相比
之前，节省了客户往返于营业网点的时间，极大地
提升了客户满意度。

万鑫经贸有限公司在中行汇入汇款相对较多，
而地理位置距离市区较远，按照传统的纸质单据传
递方式，企业财务人员办理一笔汇款业务入账处
理，提交的相关材料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或快递公
司递交，至少需要花费半天时间，选择电子化递交
材料也极大地节省了成本。

电子化审单业务企业通过网银提交业务材料，
解决了企业提交材料、往返奔波、排队等候等痛
点，实现了足不出户想汇就汇，优化了客户体验。
自国际汇款电子化审单业务推出以来，中行莱芜分
行认真研究产品，咨询省行条线部门、分析客户，
根据客户实际汇款业务需求，为地理位置偏远的企
业提供了便利服务，得到企业认可。

国际汇款电子化审单业务采用先进的IT和通讯
技术，以PC端为依托，可支持客户通过网上银行
提交国际汇款业务，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稳
定、高效的电子化交易。客户通过企业网银功能将
汇款业务单据上传，汇款流程优化，以电子化单据
代替了传统纸质支付凭证，方便且智能，安全高效
的互联网络支持，同时保证客户资金安全。

中行实现国际汇款

审单业务电子化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邹建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2月12日，国家科技部发布的
“2018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拟入选对象公示”通
知，莱芜市3名高层次科技人才入选。

新入选的高层次人才分别为：山东华冠智能卡
有限公司的刘振禹、山东阿尔普尔节能装备有限公
司的吴卫平、山东省万兴食品有限公司的柳建增。

入选人员将优先推荐进入2019年度国家“万人
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建议人选名单，并享受国
家、省、市一系列资金政策扶持。

3人入选科技部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通讯员 张妍 报道
本报莱芜讯 近日，莱芜市莱城区花园学校举

行了全校第十二届“未来之星——— 爱迪生小小发明
家”科技创作大赛，共600余件各类小发明、小制
作参与到此次大赛中来。

在展示赛中，有可上九天揽月的“星际航
空”，可下五洋捉鳖的“潜水艇”，方便实用的机
械手，有趣又诱人的冰激凌泡泡机，作品涉及电
学、力学等领域，包含了无限创意和灵感。

参赛选手把自己的作品从设计的原理、操作方
法、用途等方面进行了介绍。思路清晰，并对现场
老师、同学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提高了他们对待
科学严谨认真的态度。同时也营造了“学科学、爱
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提高了学生动脑、动
手能力，锻炼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创新思维。

科技创作

成花园学校“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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