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杜辉升
本报通讯员 王金贵

“睡了三辈的床扔掉了”，尽管已过了快
半年，勤俭持家一辈子的刘堂英提起扔旧床
的事还是很畅快，“打俺老婆婆结婚就用那张
床，俺婆婆结婚又用上了，俺结婚那年，家里
穷，重新漆了一遍红漆，又派上了用场……”

5月13日，记者走进临沂市河东区汤河镇
小程子河村，沥青路面整洁，杞柳随风摇曳，
风中花香沁人心脾。推开刘堂英家新漆的大
门，院子不大，蔷薇花香正浓，改造过的厨房、
杂物间、厕所，尽管简陋，却井然有序。室内，
崭新的沙发套，新添置的衣橱等排放有序，处
处透着家的温馨。墙上“美在贫困农家”活动
成果展示格外醒目，记者看到：刘堂英低保金
2220元，养老保险2724元，土地流转980元，扶
贫项目分红4969 . 6元，富民生产贷1500元，以
及帮服单位和帮扶干部。

讲起过去的故事，70岁的刘堂英一脸辛
酸。原来，大她三岁的丈夫徐洪欣，脑血栓留
下了后遗症，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孩子，全
靠村里救济生活。“俺家过去空荡荡的，最值
钱的也就是那张用了至少50年的床。”刘堂英

告诉记者，过去因为屋里没有铺地板，起潮，
椿木床腿都朽烂了，用几块砖垫起来，勉强可
以用，“老式床，很窄，太挤，一到冬天总
是担心掉被，早就想换了，可是没有钱”。

今年2月份，刘堂英换新床的梦想终于
实现了，她家作为“美在贫困农家”活动第
一批试点的脱贫家庭，政府给添置了新床，
区妇联、区团委和热心公益的好心人又给添
置了被褥、枕头等铺盖用具。“宽敞、结
实，睡觉很踏实”提起新床，刘堂英高兴起
来。

村支部书记许守三问起刘堂英丈夫许洪
欣的去向，“他吃完饭就出去溜达了”，她
说，“现在吃穿不愁，吃完饭就想着出去找
人聊天。”通过脱贫攻坚，生活有了保障，
政府又给添置了新床和新家具，志愿者帮忙
整理了卫生，整个家换了模样，干净整洁，
他精神头也好起来，喜欢邀请别人到家里来
坐坐，更喜欢吃过饭出去溜达。“俺们现在
的日子，可‘美’啦！”说起现在的生活，
刘堂英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今年，临沂市河东区为脱贫户启动了一
场“居家革命”，让3001户脱贫户过上了像
刘堂英家一样的“美”生活。河东区是临沂

市中心城的中心区，又是临沂市城市建设由
沂河“一河为轴”迈向沂、沭河“两河时
代”打造的临沂国际生态城的核心区域，经
济基础较好，全区3001户贫困户提前整体脱
贫。政策兜底吃穿不愁，但是清扫卫生，修
理水龙头，家里断电了，这些“鸡毛蒜皮”
的小事，却是瘫痪、失明、残疾、孤寡独居
的贫困群体的大事。“如何让脱贫户在有了
稳定收入来源后，过上与周围群众一样有品
质的生活，是我们决策的出发点。”河东区
委书记隽新阳对记者说。

今年2月起，河东区印发《河东区“美
在贫困农家”活动实施方案》，区财政拨出
3000万元专款，用于贫困村基础设施提升和
在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开展“美在贫困农
家”活动，在收入基本脱贫的基础上，全面
改善脱贫户居住环境，全面提升贫困村村容
村貌，实现全区脱贫家庭个人卫生、庭院内
部、房前屋后环境的“三个洁净”，提高脱
贫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

“我们明确了以‘庭院美、居室美、厨
厕美、家风美’四美、‘门窗净、桌面净、
床铺净、灶台净、厕所净’五净、‘无柴
堆、无粪土、无垃圾、无污水、无散养’五

无的改造标准。”河东区扶贫办主任刘海佳
说。区委书记作为统筹调度、带队攻坚的
“施工队长”，带头进村入户，实地调研、
了解进度、指导环境改造，分管领导靠上，
相关部门齐上阵 ,让脱贫户有求即有人应。
“每个村都有志愿服务队，每一户都有专门
联系的志愿者和联系干部。”汤河镇党委副
书记王胜虎说，“除了每户补贴1000元至
3000元整理家居环境，我们每户还预留了
1000元用于后续提升。”

走进小程子河村爱心超市，货架上脸
盆、毛巾、洗衣液等家居生活用品琳琅满
目。“我们组建了巾帼志愿服务队，入户免
费清洁服务，手把手教清洁技巧，对能够自
理整理环境的脱贫户，我们实行积分管理，
整理好自家环境，志愿帮助别人清扫卫生都
能挣积分。”区妇联主席焦婧告诉记者，积
分可在爱心超市中换取生活用品，“这些生
活用品都是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助的，不
对外营业，只奖励给脱贫群众。”

目前，河东区已经改造提升脱贫家庭
677户，6月底前将完成所有脱贫户的家居环
境大整治，初步实现“四美、五净、五
无”，7月份以后实现长期保持和巩固提升。

“睡了三辈”的床扔掉了
河东区为三千脱贫户启动“居家革命”

□记者 姜言明 郑莉
通讯员 付刚 宋月国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感谢区里联系鲁普耐特

集团到村里扶贫攻坚！”泰安市泰山区邱家镇
东燕庄村曾是泰山区6个省级贫困村之一，4
月25日，记者见到村党支部书记张启义，他介
绍说，通过村民代加工、企业回购村民产品的
方式，给贫困户带来稳定的生产收入，每月工
资性收入2000-3000元不等，贫困户全部脱贫。

谈及对帮扶村的帮助，鲁普耐特集团负
责人沈明说：“走扶贫先扶智，‘输血’更‘造
血’的扶贫帮扶新路子。”企业实行产业、生
产、奖金、技术、人才等全方位对接帮扶，通过
有效的集中培训转变人的观念、提高人的致
富自觉性，让贫困群众主动做大做强产业实
现脱贫。公司已在泰山区设立5个扶贫帮困互
助车间，带动贫困人口就业人数近500人，实
现经济效益收入500余万元。这一扶贫模式已
在泰安6个县（市、区）的16个乡镇进行推广。

“泰山区引导民营企业家主动作为，积极
投身到扶贫攻坚的大潮中来。”泰山区委统战
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裴
卫国告诉记者，当地先后召开6次扶贫动员
会，印发《倡议书》200余份，组织召开扶贫对
接会10次，带领企业家实地考察贫困村15次，
引导民营企业转变工作思路，利用贫困村的
资源、劳动力和政策优势，积极对接，通过产
业扶贫、项目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等形

式进行精准帮扶，实现双赢。出台《关于开展
“城乡互助3+1”活动的实施意见》，从全区选
择12个区直部门、12家企业、12个经济强村(社
区)与12个集体经济薄弱村结成帮扶对子，全
面开展“民企帮村”精准扶贫行动。截至目前，
全国工商联精准扶贫行动系统台账显示，泰
山区参与精准扶贫行动的民营企业45家，企
业投入总额4 . 5亿元，覆盖65个村，3009人受到
帮扶。参与扶贫行动的民营企业个数和企业
扶贫投入总额列泰安市首位。

为增强扶贫实效，泰山区进一步创新模
式，广大民营企业家根据企业实力和产业特
点，尊重市场规律和贫困村自然条件，签约
结对、村企共建，开启托管经营帮扶、产供
销全产业链帮扶、技能帮扶、就业帮扶、公
益帮扶、走出去帮扶等6种企业帮扶模式，
探索出一些富有特色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模
式。

“把脱贫的责任扛在肩上，把攻坚的任
务抓在手上。”泰山区政协副主席、工商联
主席张玲表示，下一步将与区扶贫办联合出
台《泰山区“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实
施意见》；组织召开“百企帮百村”精准扶
贫签约仪式，表彰一批精准扶贫行动中表现
突出的民营企业，组织100家民营企业与。
困村、薄弱村结对共建，全力打好打赢脱贫
攻坚战，建设富强和美泰山区。

村企结对共建 合力精准扶贫
泰山区45家民企投4 . 5亿元助力脱贫攻坚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张友申 杨静 报道
本报郓城讯 “我觉得电商，就是命运在

给我关上门的同时，又给打开的那扇窗。”5月
21日，在郓城县残疾人电商孵化中心，正在打
磨家具的刁望斌说。

32岁的刁望斌是一名大学毕业生，2013
年因车祸造成截瘫。从此，他告别了大都市的
高薪工作，只能与轮椅为伴，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他跌入了低谷，几十万元医疗费，更令他陷
入贫困的境地。

“绝望时，我也曾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看到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父母，我觉得不
能放弃。”刁望斌说，他苦学木工技术，参加唐
塔街道组织的电商培训，借助淘宝、微商等，
把手工木质家具卖到了全国各地。年销售额
达10万余元，实现了创业脱贫。

在孵化中心内，像刁望斌一样搭乘电商
“快车”实现创业梦想的残疾人还有很多。走
进孵化中心创业二室，记者见到一个创业团
队正在忙着在网上销售土特产，产品种类包

括西瓜酱、鲜大蒜、五谷杂粮等。
“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创业，而且

能有自己的店铺，去年我的网店销售额达到
了20多万呐。”杂粮电商能手刘成宽激动地
说。

刘成宽有残疾。2016年，他通过电商培
训，掌握了网店店铺设置、商品发布、运营管
理等流程，并选择了家乡的大豆、大米等五谷
杂粮作为销售主打产品，现在他的杂粮店铺
年发单量达5000多单。

在隔壁创业一室，有个人热情地向记者
打招呼，大家都亲切地喊他“老王哥”。今年39
岁的王庆收是孵化中心电商部负责人，他患
小儿麻痹症，却没有向命运低头。2015年底，
他通过电商培训，找到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做电商不需要付出沉重体力劳动，一根
网线、一台电脑便可以实现创业梦，正适合我
这样的残疾人！”王庆收说。90后残疾姑娘董
珊珊，和王庆收在一起参加电商培训时相识，
两年后，二人喜结良缘，组建了家庭。

“电商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命

运。”王庆收非常珍惜现在的一切，也感恩曾
经帮助过他的人。努力工作、带领团队走得更
高更远，让更多贫苦的残疾人朋友能有一技
之长，成为他的梦想。

目前，孵化中心已经开设了语音标注、电
子商务、手工制作、外包服务等业务，安置了
68名残疾人在此就业创业。

负责语音标注工作的韩应滨说 :“我们
这些残疾人在这里工作，过得很开心，就拿
我来说，前些年我遇车祸，造成高位截瘫，
只能以轮椅代步。我来孵化中心后，搞语音
标注，接单百度搜索、网易等公司的业务，
每月的收入一般在7000元左右，业务量大的
时候，达到10000多元，有人可能不相信，
但这是事实。”

四年前，郓城通过发展电子商务，走出
了一条“残疾人+电商”的新路子，其便捷
的运作模式，给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提供了
生存及逐梦的支点。截至目前，郓城县残疾
人电商孵化中心共免费开展电商培训19期，
累计培训学员535人。

命运关上一扇门，又打开一扇窗
郓城：残疾人搭乘电商“快车”追逐创业梦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马芳 报道
本报宁津讯 在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宁津县残联和

宁津县人民医院、中医院有关鉴定专家，利用三天时间，到
各乡镇（街道），开展进村入户评残活动，为行动不便的残疾
群众提供集中上门服务，并在前期精准康复需求调查的基
础上，为全县有需求的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

按照规定，办理残疾人证需申请人携带病历或相关证
明到残联初审，然后到指定医院进行残疾级别鉴定。简化程
序上门评残，解决了行动不便残疾人办证难的问题，在这次
精准康复服务中，县残联将发放轮椅、手杖、盲杖、坐便椅、
助行器等辅具640件套，目前轮椅已经开始陆续发放；还将
于近期组织专家，免费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疑似精神残疾人
进行集中评定，方便贫困户办理残疾证。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师厚勋 报道
本报鱼台讯 日前，鱼台县人民政府与山东科技大学

全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山东科技大学鱼台技术转移
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将充分发挥山东科技大学在智
库建设、人才培训、科学研究、政策咨询、产品研发等方面优
势，推进鱼台县新旧动能转换和“聚才兴鱼”工程进程。

近年来，鱼台县大力实施“校地合作”引才模式，积极借
助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优势，多途径、多领域、
多形式推进产学研用合作，先后和江苏大学、济南大学、山
东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展了人
才培养、成果转让、联合开发、技术服务、共建平台等多种形
式合作，吸引高校知名专家教授到鱼台考察调研、创新创
业，仅在去年就成功引进院士2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3名。
中国工程院刘鸿亮院士在山东水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建立
了院士工作站，带动一批重点产业和企业实现转型升级，产
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宁津进村入户
服务残疾人

鱼台深化校地合作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魏康 报道
本报莱西讯 5月7日，《莱西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

意见》印发。意见从完善信用管理制度和标准体系、开展公
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建立以联合惩戒为核心的信用
监管机制等八个方面制定了27条具体实施办法。

根据规划，到今年年底，莱西市社会信用体系框架和运行
机制基本建立，信用制度和社会信用标准体系逐步完善，公共
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和“信用莱西”门户网站建成，重点领域、行
业信用应用初见成效，信用服务市场不断扩大，部门和行业联
合奖惩机制基本形成，诚信文化氛围日渐浓厚，社会诚信意识
普遍增强。到2020年底，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诚
信等四大重点领域诚信体系取得显著进展，信用法规制度进
一步完善，信用监管体系基本确立，全社会诚信意识普遍增
强，争创山东省信用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城市。

莱西社会信用体系框架
年底基本建立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郭晓敏 陈卫华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14日傍晚，吃过晚饭，淄博市临淄区

朱台镇西单村党员单方修喊上“陪你到老”志愿服务小队的
其他志愿者一同来到86岁的张乐英老人家，在张乐英老人
的提议下唱起红歌《打靶归来》，好不热闹。

“张老的子女在外地工作，所以每周我们都会抽出两天来
陪老人，说是帮助，其实大家也是相互温暖，聊以慰藉。”单方
修介绍，自己负责的小队一共有3人，平均年龄近70岁，“咱自
己能量虽小，但也愿意奉献一份力量，不让一个人掉队。”

像这样的服务小队，仅西单村就有15支。朱台镇在各村
选拔身体健康、热心肠的65岁以上的老人组成“陪你到老”
志愿服务队，3人分成一组，每组与2-3个老人结成伙伴关
系，定期为他们提供陪聊陪读、助行出游、上门理发、家政服
务、送戏进家门等个性化需求服务，陪老人安度晚年。

2019年的夏日，新时代文明实践·“苔米公益”来到老百
姓身边，成为朱台镇新时代文明实践落实落地的平台载体。
该平台依托各村志愿服务队的力量，积极开展各类宣讲、普
及政策法规，帮助群众解决医保、养老、助学等实际困难，真
正把志愿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让每一个微小却被爱着
的个体，都能感受生命的温度。

“把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凝聚力深深植根于服务群众
当中，让群众在接受具体服务中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
暖，才能推进乡村振兴、新时代文明实践等重点工作在基层
顺利实施。”朱台镇党委书记孙守强说。

苔米公益平台成立3个月来，开展了189场次志愿活动，
2300余人次参与，其中党员2096人次，为近万户群众提供了
志愿服务。

朱台镇把志愿服务
做到群众心坎上

□姜言明 郑莉 报道
帮扶企业负责人向贫困户介绍帮扶模式和产品的制作要求。

□王兆锋 报道
郓城残疾人创业标兵、孵化中心负责人

钱广强，正在对语音标注工作进行内部考
核。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张丽华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威海高新区御鑫佳园的于

大叔已入住小区七八年了，却一直办不下不
动产证来，这成了压在他心口的一块“大石
头”。当听说最近威海高新区要集中力量化
解不动产证办理难题时，于大叔赶忙打电话
咨询威海高新区建设局。工作人员说他们小
区主要存在规划、电力、消防验收等三方面
问题，目前正在积极协调解决，不动产证计
划于2019年12月底前办理。

“没有房本总感觉心里不踏实，这下算

是吃下了‘定心丸’。”5月15日，于大叔
告诉记者。

为切实解决城市建设领域历史遗留问
题，加快不动产权证办理，保障广大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威海市出台多个文件，要求
2018年9月30日前，在全市范围内国有土地上
开发建设的商品房项目，因城中村改造遗
留、项目建设单位经营不善、建设手续不完
善导致无法办理竣工验收和欠缴政府性基金
及有关税费等原因，造成购房者不动产权证
无法办理的，全部列入解决范围。

为齐心协力搬掉这块“大石头”，威海高
新区成立解决城市建设领域矛盾纠纷问题领
导小组，印发《建设领域矛盾纠纷问题化解实
施方案的通知》，维护老百姓合法权益，优化
营商环境。威海高新区建设局全面清查了各
项目在用地审批、规划审批、规划验收、竣工
验收等方面的堵点、痛点，分门别类，研究制
定措施，对迟迟无法办证的17个项目，建立了
工作台账。本着“统筹兼顾、重点突破”的原
则，区建设局与规划、税务、消防等部门沟通
协调，先后组织召开联席会议10余次，完成办

理不动产权证办理手续部门会签，清除了办
理不动产登记手续的障碍，促进了不动产权
证办理工作进度大幅提升。

为了畅通民情民意，威海高新区通过微
信群及时向居民通报不动产权证办理工作进
展情况，同时倾听百姓诉求。目前，17个未
办理不动产权证项目中，启动部门会签项目
16个，涉及11873套房屋，截至今年4月底，
13个项目8914套房屋已完成不动产权证办理
手续部门会签工作。预计今年底，17个项目
将全部达到不动产权证办理条件。

威海高新区多部门合力清除不动产证办理难障碍———

万余套群众住房将办不动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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