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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张 强

春寒料峭时节，泰安正凝聚起脱贫攻坚的
强大力量。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迫在眉睫——— 满打满算不到10个月
的时间，收官之年遭遇疫情的影响，脱贫攻坚
任务更重、要求更高、责任更大。

泰安市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最大民生工程来抓，推动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成就。“咬定目标、持续发力，倒排工
期、加快推进，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
加快推进各项工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收官
战，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为全省夺
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作出泰安的贡献。”
3月11日，泰安市委书记崔洪刚在全市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视频会上表示。

绝不让脱贫群众因“疫”返贫

疫情期间，企业停产，这让靠在外打工为
生的泰山区邱家店镇梨园村贫困户邱玉华一下
没了生活来源。

大年初二，村里建了防控检查点，需要志
愿者执勤。梨园村党支部书记邱令泉考虑到邱
玉华的情况，让他到检查点值班，每天给予一
定的补助，减轻他的生活压力。邱令泉对他
说：“我们决不能因为疫情让一户群众返贫，
虽然咱村里不富裕，但是你家里有什么需求尽
管说，村里想办法给你解决。”

泰安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
作，及时掌握贫困群众疫情防控情况和生活状
况，真正做到有人问、有人管、有人帮，确保
贫困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为保障疫情期间贫困群众生活，泰安市对
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走访摸底，并针对贫
困群众的实际生活困难，因人制宜制订相应帮
扶措施。组织村干部为贫困群众及时送去米面
等生活物资，并对贫困户居住环境每天进行一
次消毒。

疫情防控期间，各级卫生室卫生员全部在
岗值守，家庭签约医生定期为贫困户上门服
务，测量血压、体温，对老弱病残的贫困户送
医送药，上门消毒，全力保障他们在疫情防控
期间的身心健康。

农村是疫情防控的薄弱地区，贫困人口是
疫情防控的薄弱群体。贫困群众个人防护能力
和防护意识不足，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很容易
受到感染。泰安市通过明白纸、条幅、公告，
当面告知或电话、微信等方式向农村贫困户普
及防疫知识，对特殊人群进行重点走访，对单
身老人、精神障碍患者等人群，指定专人定点
包靠，提醒他们做好防护措施。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疫情发生以
来，泰安市积极组织群众开展联防联控，不少
贫困群众也积极响应，主动请缨一线，成为疫
情防控轮值员、宣传员、劝返员、消毒员、环
卫员、代购员。

宁阳县鹤山镇前鹤山村安兴明前几年因为
一场大病致贫。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村里为
他办理了低保和居民医保，还为他购买了扶贫
特惠保险。经过努力，2018年安兴明顺利脱
贫。

安兴明主动报名参加了村里的志愿者队
伍，成为村里的一名防疫“守门人”。登记车
辆信息，检测来往人员体温，一系列的程序，
安兴明都操作的娴熟有序，一丝不苟。“在我
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没少帮我。现在，我也

希望能够为村里做点事！”安兴明说。

“两不误、双推进”

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土门村的扶贫蔬菜
大棚由种植大户赵军承包经营，每年能带动50
户贫困户增收。今年种植的黄芽白菜和黄瓜大
获丰收，本该让赵军心中喜悦，然而突如其来
的疫情，导致蔬菜由畅销品变成了滞销品，让
他一筹莫展。

消息传到了镇上。“我们第一时间成立物
资保障指挥部，建立大汶口镇物资保障微信
群，打通信息渠道，并通过村大喇叭、沿街播
报等形式，鼓励各村种植户广泛提供售卖信
息，建立详细的产品信息台账，全力解决菜农
卖不了、群众买不到问题，保障各群体物资供
应。”大汶口镇扶贫办主任程敏说。

如今，赵军带领着贫困户采摘蔬菜。“在
镇扶贫办领导的帮助下，滞销的问题得到了很
好的解决，不仅不愁卖了，还出现供不应求的
情况。”他说。

泰安市各级扶贫部门积极推进扶贫产业复
工复产，农产品产销对接、市场调控等各项工
作落地实施，保障农资供应，畅通农产品销售
渠道，并优先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确保
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两手抓、两手硬”。

走进泰山区省庄镇，在泰山茶特色产业村
小津口村，农田里、茶棚里一片忙碌。与往年春
耕不同的是，今年劳作的村民们都戴上了口罩。
他们按要求采取了分散劳作形式，不密集扎
堆、不帮工、不换工。既要做好防护，也要积
极备耕，为一年的好收成打下基础。“眼下，
正是春耕最关键的时候，趁着天暖和，早谋
划、早发动、早安排，让村民分时给农田松松

土，给茶棚通通风。”村支部书记李金山说。
“如今是春耕备耕的黄金时期，产业致富

奔小康可不能耽搁了。”在与疫情战斗的同
时，小津口村作为泰山茶特色产业村的“春耕
备耕战”，与农时赛跑，全力做到疫情防控和
脱贫攻坚“两不误、双推进”，村民们信心满
满。

啃下特困群体脱贫“硬骨头”

新泰市羊流镇贾庄村一位刘姓村民不久前
突患重病，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家庭陷
入困境。村干部在疫情排查中发现并上报，羊
流镇民政办立即启动绿色通道，简化程序，及
时审批，为刘家送去了低保救助和临时救助。
“为做好困难群众的疫情防控工作，基本生活
有所保障，新泰市简化审批流程和材料，开辟
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
入保障。”新泰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中心
主任徐萍说。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深入，贫困
群众生活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摘掉
“穷帽”。然而，老弱病残特困群体无业可
扶、无力脱贫，是脱贫攻坚难度最大的群体。
泰安针对老弱病残贫困人口特点，瞄准“脱
贫”和“解困”两个难题，总体设计、分类施
策，围绕兜底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扶贫等积
极探索创新模式，形成了特困群体帮扶救助体
系。

全面完成兜底保障任务，直接关系到脱贫
攻坚决战决胜，没有退路、不容有失。目前，
全市脱贫享受政策的贫困人口中，60岁以上老
年人占49 . 89%，患慢性病、大病、残疾的占
66 . 01%，无劳动力和丧失劳动力的占47 . 11%，

而且相互交叉，贫困程度较深。泰安全面落实
低保、医保、养老保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临时救助等社会保障政策，统筹发挥社会保
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综合保障作用，织
密织牢兜底保障网，实现应保尽保。

2月3日晚东平县卫健局接到东平街道高范
村一贫困人口电话，请求帮忙插尿管。原来，
该患者病重，已数日未排尿。包保医师张鑫及
泌尿外科彭兴顺医师第一时间赶到为患者治
疗。“我们严格落实健康扶贫各项惠民政策，
切实减轻贫困患者就医经济负担。在全县各定
点医院对贫困患者实行两免、两减半，住院
‘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的基础
上，东平县人民医院还面向贫困人口增加了专
家门诊诊查费免收、大型设备检查费减半等优
惠政策。”东平县卫健局局长李子武说。

据了解，泰安市将门诊慢性病纳入到医疗
商业补充保险范围，建立健全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等“五重保障”和门诊慢性大病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商业补充保险“三险叠
加”的“5+3”贫困人口医疗保障体系，慢病
定点诊疗贫困人口由不足千人扩面到3 . 1万
人。

3月11日，在泰安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视
频会上，崔洪刚表示全市各地各级提高政治站
位，坚决扛牢脱贫攻坚的重大责任；克服疫情
影响，坚决攻下脱贫攻坚的最后堡垒；聚焦考
核目标，坚决夯实脱贫攻坚的基层基础；凝聚
强大合力，坚决夺取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事
关群众基本生活的政策，特别是“两不愁三保
障”政策措施不能急刹车，驻村工作队不能
撤。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探索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动减贫战略
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

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

泰安：奋力夺取战“疫”战贫双胜利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贾 彦 孙 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泰安市及时采取
有效措施，严防婚丧嫁娶领域出现疫情。实施
取消、暂停婚姻登记办理、暂停殡仪馆遗体告
别仪式、公墓和骨灰堂祭扫等硬性防控措施，
最大限度避免人群聚集；发挥基层红白理事会
作用，积极宣传移风易俗，大力倡导“红事缓
办、白事简办或不办”。

“不能给村里添乱”

“各位亲朋好友，非常抱歉地通知您，因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本人原定于1月30日
（正月初六）举行的婚礼延迟。”春节期间，
大家都在发送祝福信息的时候，新泰市小协镇
大沟村的于文鹏女士，在微信朋友圈里发送了
这样一条信息，告知亲朋好友，原定于1月30
日（正月初六）举行的婚宴改期。

泰安市民政局针对婚丧嫁娶领域疫情防控
相关事宜，通过发布公告、倡议、通知等形
式，第一时间把工作安排、工作要求向市民群
众进行通告，对县（市、区）作出部署，及时
处置化解突发情况，保障服务对象和工作人员
生命健康安全。

1月26日泰安市民政局向社会发布公告，
建议准新人避开疫情防控期推迟登记；第二
天，要求全市各殡仪馆暂停举行遗体告别仪
式，不再接受新的预约登记，已经预约的尽力

劝阻取消。
2月2日，为进一步防控疫情，向社会发布

公告全面暂停全市婚姻登记工作，向广大准新
人做好解释宣传工作，得到了广大市民群众的
理解和支持。同时，建立红白事“日报告”制
度，利用微信工作群每日调度基层红白事办理
情况。

大沟村红白理事会第一时间到于女士家
里，劝说她推迟婚礼。“为了这场婚礼，我们
期盼已久，饭店、婚车和司仪等都已准备好，
请帖也发到了亲戚朋友们的手中。但是，特殊
时期，我们决定延缓婚期，绝不能给村里添
乱，”于女士说。

无独有偶，家住泰安市岱岳区马庄镇马庄
村的裴文强正在攻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博
士，本来想利用春节假期，结束与爱人8年的
恋爱长跑，不承想赶上了疫情，两人痛快地取
消了婚礼，“危难之时，我们不添乱！”

防控举措赢得群众支持

2月14日，东平县商老庄乡赵庄村的张友
峰来到乡疫情防控指挥部，现场捐出20000元现
金。当了解到这20000元现金的来源时，工作人
员被深深感动。原来，张友峰的祖母刚刚过
世，这些钱全都是丧事简办省下来的。“眼下
全县都在抗击疫情，丧事简办既符合当前的防
疫形势，也响应了县里号召。”张友峰说，能
够为抗击疫情作贡献，是全家人共同的心愿。

2月2日，徂汶景区徂徕镇北望村村会计刘

德宝的父亲去世。疫情当下，在刘德宝的倡议
下，刘家人一致同意：当天火化当天下葬。
“虽然不能为父亲搭设灵棚寄托哀思非常遗
憾，但如果亲戚朋友因为来悼念上香而感染病
毒，那我会内疚一辈子。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
理解的。”刘德宝说。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泰安市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
力以赴、科学有效地抓好防控工作。处于防控
最前沿的乡镇、街道、村居更是压实主场作战
责任，积极推动红白理事会主动作为，通过发
放倡议书、宣传页、挨家挨户走访劝说等方
式，详细解释大规模操办婚丧喜事的潜在危险
性，引导群众从简或延期操办红白事，避免造
成疫情传播。

疫情期间，泰山景区黄前镇实行“村报
告、户承诺”制度，户主签订保证书，承诺不
大操大办，参加人员全部佩戴口罩、做好消毒，
泰安市高新区良庄镇镇村干部、红白理事会成
员深入村组，广泛开展疫情防控科普知识宣传，
逐人逐户做思想工作，扎实推动移风易俗，新泰
市小协镇民政办、管理区、包村干部及村（居）红
白理事会成员，第一时间介入白事事宜，及时
劝导事主不报丧、不招待，简化丧事，做好逝
者亲属思想工作。疫情无情人有情，镇、村干
部坚持不懈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理解支持和积极
响应，主动为疫情防控“让路”。

移风易俗理念深入人心

1月31日，新泰市小协镇柏角峪村85岁的老
党员曹心平去世，村红白理事会第一时间做好
逝者家属安抚工作，宣传疫情防控工作中丧事
简办的有关规定，逝者家属表示理解，决定一
切简办，直接火化，不举行仪式。

目前，全市红白理事会实现村（居）全覆
盖，理事会充分发挥教育、管理、服务功能，
规范、引导群众在办理婚丧事务中的行为和规
模，对破除陈规陋俗、树立文明新风、减轻群
众负担起到了积极作用，营造了良好的移风易
俗氛围。

疫情期间，各村（居）红白理事会更是持
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通过微信群、大喇叭、
宣传横幅等方式，大力宣传《关于引导群众简
化推迟婚丧事宜的通知》《关于推迟或简办婚
丧嫁娶事宜的倡议书》等内容，积极引导群众
做到红事推迟、白事从简，不办酒席，不宴请
宾客。急需办理的，红白理事会第一时间介
入，严格控制人员规模，做好佩戴口罩、消毒
等防护措施。

自疫情发生以来，全市累计丧事简办1651
件，不办623件，缓办157件，喜事新办、缓办
21件，传播了移风易俗文明新风，阻断了病毒
传播风险。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疫情发生以来，
泰安市在婚丧嫁娶领域没有发生一起因聚集引
发的疫情风险，这既得益于全市人民对疫情防
控工作的积极配合，也是全市各级持续深化移
风易俗，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的结果。”泰安市
民政局副局长赵丽东说。

倡导“红事缓办、白事简办或不办”

泰安移风易俗战疫情

□ 本报记者 刘涛
本报通讯员 黄丽娟

“计算起来，机器人
一小时可以进行15000平方
米场所的消杀，这相当于5
个人的工作量。” 3月 6
日，泰安市泰山区极创机
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董大鹏介绍，这款智能消
杀机器人可有效解决小区
等病毒密集型地区消毒问
题，具有高越障能力，能
适应大部分户外地形，而
且低成本，高效率。

目前，该公司线上订
单已达二十几台，其中十
余台以最低价发往了武汉
市武昌区疾病控制中心、
武汉市第九医院、武汉市
同济医院等医疗机构。

“当前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抓实复工复产，抓
好项目建设，是应对战
‘疫’新形势的‘突破
口’。”泰山区委书记赵
斌介绍，眼下，泰山区与
“疫”赛跑，为经济运行
按下“快进键”，推动有
序复工复产、招商引资和
重点项目建设，奋力抢出
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力促全力生产保防疫
是泰山区有序复工复产中
的一出“重头戏”，不仅
一批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加
快生产，更有一批相关企
业积极转型，投身防疫物
资生产。泰安市汇安鑫达
防护用品有限公司在原有
产能基础上投资1 0 0余万
元，引进3条生产线，工人
24小时投入生产，目前口
罩日产量近4万只。山东鲁
普科技有限公司及时调试
机器设备，转型生产口罩
用绳，已有上百台设备完
成调试，正逐步为全省口
罩生产企业供货。

泰山区积极引导企业稳妥有序复工复产，以
疫情防控稳定企业生产、以企业生产保障疫情防
控。严格落实复工复产包保责任，按照“一企一
策”的原则，指导企业制订复工方案。积极为全
区各类企业减轻社保缴纳负担，确保疫情期间企
业能够轻装复产，目前有3 5 1 2家企业享受到
13004 . 8万元的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减免
待遇，惠及职工42362人。

泰
山
区
按
下
经
济
运
行
﹃
快
进
键
﹄

□曹儒峰
隋翔 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医护人员不分昼夜坚
守在防控一线，无暇打理
头发。泰安市美容美发协
会会长郭洪坤（左一）得
知情况后，组织15名美发
师、3名助手为医务人员
们提供免费上门理发服
务。

“终于清爽了，理完
发浑身轻松，谢谢您。”
年前连续上夜班，年后突
发疫情，泰安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住院医师李坤一直
忙碌在病房。3月6日，得
知热心理发师来医院，李
坤在监护室查完房后，抽
空 儿 解 决 了 “ 头 顶 大
事”。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李海英 报道
本报泰安讯 “原料还能正常进口吗？货物

还能正常通关吗？设备还能稳定运行吗？”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这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泰安的
危险化学品出口企业。

如何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场阻击战，答
好“三问”，确保危险化学品企业出口形势稳
定？泰安海关认真分析当前形势，开展风险分析
研判，制定系列“硬核”措施，给企业吃下一颗
定心丸。

据介绍，泰安海关根据出口产品危险特性、
企业出口批次规模等采取一厂一策、快速验放措
施，保护企业产品的国外市场份额占有率。安排
专人负责辖区出口量最大的一家甲酸生产企业，
即报即检即放，快速为企业办理220批出口通关
单；对有困难的企业实施精准帮扶，及时跟进企
业诉求，给予政策指导，帮助企业复产复工。充
分利用已建立的企业电子档案优势，采用“少接
触”“无接触”方式办理业务，落实“不见面审
批”，对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证书提供快递寄
送服务。

“春节后，我们共为企业出具出口危险货物
包装使用鉴定证书180批次、21万多件，同比分
别增长91 . 5%、128 . 5%。”泰安海关查检二科工
作人员介绍。全市2月份以来出口危险化学品312
批，货值813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85 . 7%、105 . 6%，
实现逆势上扬。

泰安海关助力

危化品出口逆势上扬

□记者 刘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3月9日，泰安市发布《关于鼓励

餐饮企业搭建移动食堂的通知》，同时公布泰安市
第一批为复工企业提供配餐服务的餐企名单。

为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解决企业复工后
员工就餐问题。日前，山东省烹饪协会联合省内
团餐平台“U饭云餐”与泰安市饭店烹饪协会，
选择本地具有一定品牌知名度、有信誉、有资质
的餐饮企业，搭建服务本地企业复工复产的“移
动食堂”，解决复工企业用餐难题。

据了解，首批公布的这10家餐企，食品安全
量化分级都在B级以上，且具有集体餐配送资
质。他们可向企业提供员工预约自取、外卖与集
体配餐服务。同时为保障防疫安全，对向楼宇配
餐的餐饮单位将实施“专人专车，定点专送”，
避免人群密集交叉接触与人员大量外出流动。

搭建服务复工复产

企业“移动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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