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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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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聊城分社、《聊城新闻》法律顾
问：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又强。

扫描二
维码，在网
页中打开
并下载，轻
松安装新
锐大众客
户端

广告

大众日
报聊城新
闻官方微
信 公 众
号，欢迎
关注

□ 本报记者 李梦 孙亚飞

过去的一年里，聊城市在脱贫攻坚中再次
打下了一场“漂亮仗”：投入财政资金3 . 51亿
元，整合涉农资金7 . 8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
目132个，在104个贫困村建立合作社188家；四
大片区建成扶贫项目441个、完成投资29 . 95亿
元；0 . 93万建档立卡未脱贫人口全部脱贫，
14 . 73万已脱贫(享受政策)人口保持稳定脱贫不
返贫，基本完成脱贫任务……

“在去年镇上举办的‘首届白玉山药电商
文化大集’上，一位北京客户一下就要了4000
斤山药。”莘县王奉镇孟庄村的电商李晗说。

今年21岁的孟庄村村民李晗因患小儿麻痹
导致行动不便，2018年8月，王奉镇开始推行电
商扶贫。王奉镇党委书记田丹第一个想到的就
是李晗。

在王奉镇投资100多万元建设的电子商务
城，李晗参加了免费为贫困户提供的电商创业
培训。经过三期的培训，李晗越发自信，电商
生意也越做越好。

“现在我淘宝店铺每月的销售量能够稳定
在200单左右，月纯收入2500元以上。”李晗
说，“我现在还学会通过‘抖音’‘火山小视
频’宣传自己，这既能帮我增加粉丝关注，也
能帮我宣传网店。”

在聊城市，像李晗一样享受到扶贫红利的
贫困群众不在少数。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
聊城市立足项目支撑，按照“产业到人、人对
产业”的要求，从贫困户实际需求出发，宜粮

则粮、宜菜则菜、宜果则果、宜养则养、宜商
则商，舍得投入真金白银，从而让产业链上的
利益主体各有所得，实现多赢目标。

据介绍，聊城市加强资金统筹整合力度，
集中用于贫困地区公共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
展，更好地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起
来。去年，全市共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32个，
带动4 . 3万户7 . 9万贫困人口增收脱贫。其中，
在4个脱贫任务比较重的县(市)建设精品农产品
基地17个，在104个扶贫工作重点村建立合作社
188家，总数达876家，加入合作社贫困人口
2768户6355人。

扎实推进养驴扶贫，肉驴存栏2 . 12万头，
累计发放担保贷款4 . 7亿元，带动7313户12671名
贫困人口增收。

实施电商扶贫，建设县级服务中心24个、
乡镇服务站141个、村级服务站点3868个、农村
电商示范村50个、农村网店2279家。

产业扶贫重长效，行业扶贫也见真章。去
年年初，聊城市28个市直行业部门分别制定
2018年脱贫攻坚专项方案，稳步推进各项行业
扶贫政策落实。其中，持续改善贫困地区交通
条件，完成贫困村公路建设6 . 9公里、投资
681 . 8万元，建设客运站点306个。全面推进农
业综合开发治理项目，投资2288 . 8万元，开发
治理1 . 85万亩，帮扶省扶贫工作重点村22个。
加快推进贫困村电网升级改造，投资635 . 1万
元，为17个贫困村新增配变22台，新建、改造
10千伏架空线路7 . 53千米、0 . 4千伏线路19千
米。

危房改造、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交通扶
贫、水利扶贫……随着改善的类目越来越细，

全市贫困群众的幸福指数节节攀升，脱贫致富
的目标就在眼前。

9300建档立卡未脱贫人口全部脱贫

□ 本报记者 孙亚飞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王忠友

“2018年，我区208个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
彻底消除，670个大班额成功化解。”聊城市
东昌府区教育局副局长刘建吾介绍，为全力化
解大班额难题，东昌府区于去年实行了超大班
额、违规招生通报和生源严重流失约谈制度，
规范了招生秩序、学籍管理，实行阳光招生、
阳光分班，并通过内部挖潜，消除大班额和杜
绝超大班额。同时，东昌府区还坚持“一校一
方案”，组织学校通过年级整体分流、划片分
流，就近入学、开放式分流等分流方式，往新
建学校分流城区学校大班额学生2300余人。

“省动员大会后，市里召开会议贯彻落实
大会精神，明确指出要重点抓好六项工作，解
决大班额等四个方面问题，这向全市教育系统
党员干部发出了担当作为、狠抓落实的动员

令，也为我们提供了‘指南针’和‘工期表’。大
家都有一种坐不住、等不起的感觉，纷纷表示要
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以舍我其谁的担当，全力
化解我市大班额难题，推进教育均衡化发展，提
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聊城市政协副主
席、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马保杰说。

据悉，聊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化解大
班额工作。2015年至2017年，全市累计完成投
资63 . 47亿元，新建学校51所，改扩建学校61
所，新增班级2995个，新增学位139781个，新
聘教师10287人，完成投资全省第一。2018年，
全市完成投资11 . 02亿元，开工建设学校42所，
新增班级609个，新增学位28745个，新增教职
工1341人。

2月12日，聊城市教育和体育局全体县级
干部带领相关中层干部，分头深入分包责任县
（市、区）教育局和相关学校督促落实解决大
班额、“全面改薄”等工作，查找存在问题，

分析具体原因，研究解决办法。
聊城市委、市政府提出，到2020年全面解

决城镇中小学大班额问题。对此，马保杰表
示，“2019年是解决大班额工作的关键一年。
我市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建设学校11所，新增
校舍面积9 . 21万平方米，新增班级160个、学位
7410个。”

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是聊城市化解
大班额的举措之一。东昌府区侯营镇田庄小学
曾经仅剩下3个年级19个学生，一排教室成了
危房，校园杂草丛生，整个学校只有5名教
师，课程无法开设齐全。

作为东昌府区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第一个
试点，城区的文苑小学对田庄小学实施全面管
理，核心理念便是复制教育内核，实现资源整
合共享。

为改善办学环境，东昌府区财政部门投入
82万元，文苑小学自筹30多万元，用于改善田庄

小学的办学条件。教育的关键在师资，当时的文
苑小学校长李月宽提出两校“人员互置”的方
案，就是让分校和本部管理人员、师资互换。

目前，文苑小学田庄分校现在已经变成了
拥有教学楼、塑胶跑道等高标准教学设施的省
级规范化学校，在校生人数达到了800多名。
2018年9月新学期开学，文苑小学开始实施
“521”带动工程。文苑小学副校长李文君赴
分校主持工作，并派全国优秀班主任赵鑫和优
秀大队辅导员邱越、王静到田庄分校负责主要
课程；开展一对一骨干教师交流活动，由总校
派遣5名学科骨干教师到分校进行交流、指
导，同时，分校也派遣相应学科优秀或新进教
师赴总校进行交流、学习。

东昌府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算了两笔账：
从经济账看，一个农村的孩子在城里读书，租
房费用等每年至少1万元；从亲情账看，孩子
在父母身边能更健康地成长。

聊城市全力化解大班额难题

□记者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2018年10月15日，聊城市正式

被批准为“国家森林城市”，我省首个平原地区
国家森林城市就此诞生。2018年，大力实施森林
进城围城等六大工程，新增造林面积17 . 7万亩，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0%。

2018年，聊城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
制”，持续开展河湖污染综合治理，消除劣V类
水体比例达到100%，提前超额完成国家“水十
条”下达的约束性指标。

森林进城、绿水穿城，聊城居民倍感身处的
环境越来越好了。居民对环境的点赞自然包括对
空气质量的满意。在过去的一年里，聊城深入开
展“四减四增”专项行动，全市 PM 2 . 5、
PM10、SO2、NO2均值浓度同比分别下降15 . 5%、
11 . 1%、22 . 2%、2 . 5%，其中PM2 . 5均值浓度降至
60微克/立方米，提前两年实现大气污染治理三
年行动计划的改善目标。

生态环境改善

增强群众满意度

聊城筑巢引凤增强发展活力

□王兆锋 赵永斌 报道
全国首台投入商业运营的物联网技术智能立体车库。聊城民营企业发展势头强劲，

产智融合为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 本报记者 李梦 孙亚飞

一杯茶的时间能做什么？在东昌府区政务
服务大厅办理营业执照的聊城市民陈浩智介
绍：“一杯茶没喝完证就能拿到手。”

这就是聊城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
加速培育形成新动能的优异表现之一。2018年
以来，聊城“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其中，
推出“一次办好”市级事项1337项、县级平均
1083项，推出28项“菜单式”服务，实现了关
联事项“一链办理”。在这一年里，聊城还将
“多证合一”扩大到“45证合一”，全市新登
记市场主体和企业分别增长13 . 1％和19 . 2％。

2018年的聊城，发展活力持续增强，业态
模式创新不断涌现。也就是在这一年里，聊城
涌现出“无车承运人”智能物流新模式，实现

了物流企业、零散货运车辆和市场的多方共
赢，企业效益爆发式增长；东阿阿胶实现了
“一产控资源、二产抓发展、三产重体验”的
有机结合，创新了全产业链联动发展新模式。

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2018年，聊城
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全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347 . 1亿元，阿里巴巴云创中心、智创未来轴承
科技园、希杰万吨核苷酸等一批好项目落地聊
城。同年，全市完成进出口总额489 . 6亿元，
“一带一路”市场进出口额增长33 . 8%，连续6
年入围全国外贸百强市。

通洋氢燃料电池系统及氢燃料动力总成系
统项目，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加拿大巴拉德公司
动力技术，生产氢燃料电池系统和氢燃料电池
动力总成系统，被列入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
目库第一批优选项目，建成投产后总产值可达

100亿元。开发区招商局副局长吕楠介绍：
“项目的引进，将极大地完善开发区乃至全市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壮大新能源产业规模与
竞争力。”

太平洋光电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面射型激
光发射芯片和AOC有源光缆，成功填补国内光
通讯产业链上游技术的空白。“我们将围绕新一
代信息技术，重点研发生产光迅芯片、光纤传感
器、5G移动通信、云计算中心服务器间数据交互
等信息技术产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太平
洋光电科技公司执行总裁张传栋说。

2018年以来，聊城开发区抓住用好省、市
加快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机遇，着力
培育现代优势产业集群，逐步形成新动能主导
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引进培育新动能的同时，开发区还不断加

快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投资6 . 5亿元的凯恩机
械缸辊及立体车库综合项目是其中一个代表。
该项目以钢管为原材料，通过向下游延伸加
工，研发生产高端缸辊及各种机械装备，进一
步拉长产业链条。“项目的投入运营，将助推
我们企业适时淘汰落后产能，集聚资源开发市
场稀缺产品，向专精特新方向迈进，实现转型
升级、创新发展。”凯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
经理高广甫介绍。“两个轮子”一起转。发挥
中通客车、希杰生物、日发纺机等现有龙头企
业引领带动作用，开发区瞄准国内国际产业链
中高端企业，深化与世界500强和重点行业领
军企业的交流合作，加快在新能源及新能源汽
车、生物食品、智能机电装备等领域培育若干
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了新兴产业扩规模、传
统产业提质效。

■2018年，对于聊城来说，是任务艰巨、压力倍增、爬坡过坎的一年，是励精图治、攻坚克难、努力拼搏的一年。全年经济社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孙亚飞

在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的“棚二代”科技示
范园，5米多高的钢架结构大棚里一派繁忙。
“和以前比真是‘鸟枪换炮’了。我们应用的是
水肥一体化椰糠无土栽培技术，采取计算机管
理、流程化操作、工业化生产,劳动强度降低了
很多，生产的高端西红柿，主打北京、上海等市
场。”棚内的青年农民张雪梅说。

“耿店村被总书记点赞，是肯定，更是鞭
策。一路参观下来，我们看到了差距，更树立了
信心。蔬菜产业要想大有作为，必须大胆地闯、
勇敢地试、拼命地干。”耿店村党支部书记耿遵
珠说。

聊城是农业大市，粮食总产“十六连丰”已
成现实，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聊城
也是蔬菜大市，瓜菜菌总产达到1728万吨，凭借
“聊·胜一筹！”的响亮品牌，每天销往京沪可
追溯蔬菜逾100万斤。

这是聊城的产业基础，也是聊城大力推进三
产融合的有力保障。2018年，聊城建设“新六
产”示范项目30个，新增省级以上龙头企业14
家，新增农民合作社865家、家庭农场275家。11
处现代农业高标准示范园区全面建成，10万个高
效集约温室大棚建设任务超额完成。

越发亮眼的农业产业项目，让越来越多的在
外务工者看到了到故乡兴旺的发展前景。以“棚
二代”为代表的聊城人民纷纷回到农村，为美丽
乡村建设扎实推进提供了强劲的内生动力。2018
年，聊城着力抓好37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和36
个美丽乡村示范片区建设，7个乡镇入选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示范乡镇。

乡村振兴的

聊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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