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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宝书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宋百成

小雪已过，天气日渐寒冷，敬老院里的老
人们生活得怎么样？记者近日实地走访了日
照市东港区的多家敬老院，发现老人们身边
多了一群专业护理人员，让老人们享受到温
暖的专业服务。

12月2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东港区的日照
街道敬老院。走进院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
座粉刷一新的三层小楼，53位“五保”老人和14
位寄养老人在此过着衣食无忧的晚年生活。

“我们整合了东港区4家人数少、条件差
的敬老院，由专业的民营养老机构派驻服务
团队，通过公办民营的方式提供专业的服务，
集中供养老人。”该敬老院院长周绪霞说。

厨房里，厨师金立正已经为老人们准备好
了热气腾腾的饭菜。餐厅门口白板上，贴着每
周菜谱，老人们一日三餐的菜谱一一列在上
面。周六，早餐：煎饼、馒头、咸饭、鸡蛋、榨菜；午
餐：猪肉大白菜豆腐炖粉条、葱烧丸子、肉炒大
头菜；晚餐：荞麦粥、韭菜炒豆腐皮……

“今天晚餐给老人们准备了荞麦粥、蒜黄
炒鸡蛋。为确保老人饮食营养均衡，食堂菜谱
每周更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金立正向记
者介绍说。

在老人的寝室里，护理员王永条和其他2
名护理员正在为老人整理床铺，打开碳晶板
取暖器，为老人晚上休息作准备。老人床上是
统一配发的新被褥，记者用手一摸，感觉到厚
实绵软。

在远离日照市区的东港区南湖镇敬老院
里，同样也是暖融融的场景。“在这里，老人吃
穿住用都按照统一标准规范运行，被褥统一
配发，每周定时换洗，每个季度都为老人发放
应季的衣物。”南湖镇敬老院院长安丰友说。

记者了解到，在2016年之前，东港区的农
村敬老院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那时农村敬老
院大多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闲置学校

等改建而成，基础设施陈旧，消防设备缺失。
普遍存在无土地规划、无建设审批，养老相关
手续也无法办理等问题。”日照市民政局局长
王录联向记者介绍说。

同时，敬老院由乡镇政府直接运营，院长
和服务人员多从附近村民中招聘而来，年龄
偏大、服务不专业，很多人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就上岗。而且由于“五保”老人在各乡镇分布
不均，有的敬老院还存在大量房间和床位闲
置，入住老人少，管理成本高的问题。

“以前农村敬老院的条件很简陋，别说是
取暖了，每天的饭菜都很单一，护理人员只有
一两名，常常需要入住的老人们自己相互照
顾。”周绪霞说。

为突破瓶颈，日照市特事特办，把农村敬
老院无规划、无审批手续等问题一次性解决
到位。累计投入资金9630万余元，对8处存有建
筑安全隐患的农村敬老院进行了新建迁建，
对35处农村敬老院进行了消防安全提升改
造，在全省率先完成养老院质量专项整治，整
治率、合格率达100%。2016年10月，东港区率先

“试水”敬老院公办民营改革，将全区的敬老
院托管给山东幸福盛地养老有限公司管理运

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试点取得成功后，日照市将全市51个农

村敬老院通过招标方式，全部交由专业养老
机构运营，并规定每个区县至少拿出一个敬
老院专门供养失能、半失能特困老人。

“我们把东港区8个乡镇的9处敬老院整
合为5家，配备专业的管理服务团队，24小时
为老人提供服务。同时，敬老院还有偿接管社
会上的寄养老人，盘活了闲置的床位资源。”
山东幸福盛地养老产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崔
荣英介绍说。

除了参与东港区的公办民营敬老院，该
公司还加入到莒县招贤老年康复中心、岚山
区社会福利中心等公建民营养老项目当中。
目前，该公司运营的各敬老院里，在住者已达
300余人。

晚餐过后，身穿大红色崭新棉服的老人
们三三两两地在院子里散步。“自从敬老院里
来了专业服务队，我们每天都有人照顾，到点
有热乎饭吃，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其他老人聊
聊天、看看电视。生病了有医生上门，我们在
这里住得很安心。”在敬老院住了5年的“五
保”老人孙开民满意地说。

东港区引入社会力量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农村敬老院有了专业护理员

关键词：农村养老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黄丽娟 王 红

“以前只知道省定贫困村的贫困户有
项目分红，没想到今年这样的‘好事’我
也能有份。”说这句话的是泰安市泰山区
省庄镇前省庄村的“插花型”贫困户宋明
泰。今年9月份，宋明泰拿到了当地合作经
营泰山茶旅小镇项目的2 0 0 0元分红。据
悉，全区上高街道和省庄镇4 9个“插花
型”的940户1736名贫困户，同宋明泰一样
尝到了项目分红的“甜头”。

自实施脱贫攻坚以来，泰山区在6个省
定贫困村确定了12个产业扶贫项目，有效
带动了贫困群众增收脱贫。但面对零星分
布、贫困程度各异的109个“插花型”1500
余户贫困家庭，如何实现这部分群众的有
效脱贫，成为当下该区脱贫攻坚中需要突
破的又一难题。

“我们把分散的资金整合使用，实现‘插

花型’贫困户享有扶贫产业项目收益分配，
帮助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泰山区委副
书记毕华年说。

泰山区自2018年在邱家店镇试行了合
作经营项目，当年实现该镇所有“插花型”贫
困群众获得320元至2000元不等的项目收益
分红。2019年当地扩大“战果”，做出茶旅项
目中的扶贫“大文章”，将740万元专项扶贫
资金集中整合用于泰山茶旅小镇合作经营
项目，打造了集综合服务、茗茶展销、茶体验
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泰山茶礼驿站服务中心，
在项目运行过程中严格程序、产权到村，将
资金切块量化到村，产权归村集体所有。

为保障扶贫资金安全，泰山区在项目合
作中采取了抵押和担保“双保险”的办法，当
地扶贫办聘请三方机构对项目所在的山东
银光集团及抵押物、担保公司情况进行资产
评估，并在合同中约定每季度对企业财务状
况、项目运营进行核查。当年项目收益已于
今年9月30日前全部发放到位，惠及1736名

“插花型”贫困户。目前，累加以往年度扶贫
项目，泰山区已在有扶贫项目的4个街道镇
实现了户户享受项目收益分配。

要想让贫困群众脱贫不返贫，泰山区在
广泛“开源”的基础上，还在“节流”上做足功
课，“你呼我应”让政策温度变成群众满意
度。为响应因病致贫返贫群众希望增加慢病
门诊报销力度的呼声，泰山区在现有扶贫特
惠保、大病医疗救助等基础上，积极推行健
康扶贫扩面，将30种慢性大病纳入贫困患者
门诊报销，实行“一站式”结算，同时实行普
通门诊不分病种报销政策，贫困家庭在街道

（镇）、村（社区）医疗机构看病每年门诊费可
报销300元。

“你看看现在多好，得了大病住得起院，
平时感冒发烧拿了药还能再给报销。”来自
上高街道韩家结庄村的房振怀从当地的医
保扶贫政策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今
年6月份，房振怀因结核病住院治疗12天，8
月又因药物性肝损害住院治疗16天，两次住

院纳入统筹报销范围的费用共18096元，合计报销
17200元，报销比例达到了95%。

据统计，截至11月底，泰山区简化流程开展慢
病办证1219人，报销费用2477人次96万元，普通门
诊报销单据也将于年底前报销到位，并对住院自
负费用较高的291人次退费28 . 16万元。

建立爱心扶贫基金，是泰山区今年在探索扶
贫路径中的一项有效做法。为解决贫困群众脱贫
后易返贫的问题，今年3月份，该区建立爱心扶贫
基金专账，实行财政投入一点、爱心企业人士捐助
一点、集体资金筹一点的办法筹集资金，对脱贫不
稳定及特殊困难人员给予救助，目前共筹集资金
240万元，发放贫困群众生活补贴、即时帮扶等68
万元，有效保障了贫困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为不断巩固脱贫成果，泰山区连续4年建立包
保制度，落实“三包”“四帮”“一驻”“四定”等包保
帮扶制度。截至目前，各级领导干部开展走访近
780次，走访贫困对象2540余人次，发现并解决问
题1320个。同时推行“一线工作法”，今年以来共走
访5个街道（镇）近1700户贫困群众。

泰山区1736名“插花型”贫困户领到扶贫产业项目分红———

茶旅项目里的扶贫“大文章”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村干部不经手现金，手续简单了、工

作量小了，就算想截留、挪用也没机会，对干部既是约束也
是保护。”12月1日，淄博市淄川区将军路街道西关一社区党
总支书记盛伟在采访中说。

为规范村级权力运行，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自今
年6月1日，淄川区将军路街道由纪工委牵头在全区探索实
施“村务卡”制度，在全街道20个村居及所属集体企业公司
推行实施村务卡，实现了财务零星开支非现金结算，让零
星开支有迹可循、有据可查。同时在二里社区、西关一社区
试点推行“电子审批”制度，即以电子资金审批单代替传统
的纸质资金审批单，所有流程在APP上完成，操作简便，提
升了资金使用效率，又操作留痕，加强了资金使用安全性。

无论是“村务卡”还是“电子审批”制度，都在便捷实用
服务于民的基础上，为村居集体“钱袋子”套上“紧箍咒”，
进一步从源头上使开支规范化、制度化。

“村务卡+电子审批”
刷出农村明白账

□记者 董卿 杨秀萍 通讯员 唐萌萌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作为受聘的村级廉情监督员，我要明确

职责，加强学习，尽职尽责，服务好群众。”12月2日，在烟台
高新区村级廉情监督员聘任仪式暨动员培训会议上，马山
村村民王可丽作为代表在进行履职发言时说。

为打通村级廉政监督“最后一米”，烟台高新区共选聘
了24名村级廉情监督员，并建立了村级廉情监督员制度，全
面排查基层“微腐败”问题线索，以零容忍的态度治理基层

“微腐败”。会上，烟台高新区马山街道、金山湾管理处纪委
书记共同为村级廉情监督员颁发聘书，全区24名村级廉情
监督员正式上岗。烟台高新区纪工委副书记权瑛介绍，新聘
任的24名村级廉情监督员有村“两委”成员、有村务监督委
员会成员、有社区工作者，大多具有比较丰富的农村工作经
验和社会阅历，能够及时掌握来自基层农村的大量一手材
料，及时发现影响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突出问题，有针
对性地采取措施，认真加以纠正或解决，使党风廉政建设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烟台高新区选聘
24名村级廉情监督员

广告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张长青 报道
本报邹城讯 近日，在江西南昌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

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备受瞩目的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19国
家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邹城蘑菇”成功入选。

近年来，邹城市大力支持食用菌产业发展，通过政策带
动、项目推动、创新驱动，形成了“质量标准化、生产工厂化、品
种多样化、品牌高端化、生态循环化”的“邹城模式”，年产鲜菇
30万吨，培植了食用菌龙头企业20多家。邹城先后获得“全国食
用菌十大主产基地”“全国食用菌生产示范市”等荣誉。邹城打
造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蘑菇小镇“两个平台”，以标准化、智
能化发展为突破口，展开“一核三区”发展格局。

邹城蘑菇入选
国家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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