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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杜辉升

70多年前，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沂蒙人
民毁家纾难，勠力支前，孕育了伟大的沂蒙精
神，涌现出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等
一大批优秀妇女群像。70多年后，在脱贫攻坚
战役中，以牛庆花、曹淑云六姐妹为代表的沂
蒙人民“宁愿苦战，不愿苦熬”，坚决打赢这场
新时代的“孟良崮战役”。

“盯紧黄河滩、聚焦沂蒙山”，临沂是
全省脱贫攻坚两个主战场之一。1995年，临
沂在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中率先实现整体
脱贫；2016年至2019年，临沂全市有1275个贫
困村摘帽、45 . 1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015
年底4 . 85%到2019年基本“归零”。在沂蒙老
区的脱贫路上，涌现出无数先进模范，“沂
蒙扶贫六姐妹”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牛庆花、曹淑云、于学艳、林西臻、刘

加芹、王洋，六个平凡的沂蒙女性，以自己
的无私奉献和坚守，赢得赞誉。她们或是留
守妇女，或是创业巾帼，或是大学生村官，
或是青年义工，或是肢体残疾人，身份不
同、经历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
“沂蒙扶贫六姐妹”。

面对贫困，“沂蒙扶贫六姐妹”没有被
吓倒、压垮，而是继承和发扬血与火铸就的
沂蒙精神，“宁愿苦战，不愿苦熬”，牛庆

花开起了网店，卖起了蜜桃、苹果等沂蒙土
特产，成了远近闻名的“桃宝皇后”；曹淑
云在偏远山区开办起3个扶贫车间，招收贫困
群众在家门口打工；于学艳开起公司，生产
西瓜塑料网兜，远销韩国、日本等国家；林
西臻在农村办起幼儿园，带动村民开展志愿
服务；刘加芹在家里办起服装加工厂；王洋
建起了“快递+电商”村级服务站，开展电
商助农。

宁愿苦战 不愿苦熬

“沂蒙扶贫六姐妹”带群众脱贫致富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实习生 孔维尧

本报通讯员 田宝宗

“今年受疫情影响，厂里订单
数少，我专门调整了各分厂的生
产计划，一定要保证咱们扶贫车
间里的员工们有活儿干，有收
入！”5月27日下午，当记者来到慧
阳制衣云头峪村扶贫车间时，沂
水慧阳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淑
云正和员工们一起搬运生产原
料。她告诉记者：“每当有员工问
起能干几年的时候，我都会斩钉
截铁地告诉她们不用担心，车间
一定能坚持十年以上。”

2016年11月，慧阳制衣云头
峪村扶贫车间正式开业，这也是
曹淑云开办的第一个扶贫车间。
三年多来，曹淑云在沂水县的8个
乡镇设立加工点16个、扶贫车间4
个，安置妇女就业300余人，人均
年收入达3万余元，使妇女姐妹

“不出门、不出院，看着孩、做着
饭，一天能挣几十块。”

扶贫车间的墙上，贴着曹淑云
带着员工们外出旅游的照片。从济
南九如山到烟台蓬莱阁，从竹泉村

到刘公岛，这几年曹淑云带着大山里的姐妹们饱
览祖国大好河山。“车间建好后才知道，有的员工
一直生活在大山里，甚至从来没有走出过夏蔚
镇。国家有了这么大的发展，她们不能好好看
看，我们是有责任的！”说到这里，曹淑云的眼眶
微微泛红：“扶贫先扶志，通过旅游可以让员工
们看到不一样的山，见到向往的海，这能让她们
打开眼界，改变原本固有的观念与思维，以精神
上的转变凝聚改变的力量。”说起今年的愿望，
曹淑云希望把扶贫车间干好，下半年再带员工
去上海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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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纪 伟
本报通讯员 刘 雁

5月19日，记者来到莒南县坊前镇莫龙头村，
在临沂丰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见到了于学艳。
她在白衬衣外面套上迷彩服，说话走路雷厉风
行，热情地带着记者参观公司厂房。

于学艳经营的生意是出口西瓜网兜，一条条
塑料网兜全靠手工编织。公司将原材料送到工人
家中进行加工，在农家院里建起了一个个扶贫车
间。为公司加工网兜的3000多名工人中，贫困户
占到了1000多人，在日照市、江苏省等地，也有
贫困户在这样的加工模式中受益。

“即使是在疫情期间各村封闭，我们的扶贫车
间也没有停工。”于学艳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各村
严格执行防控政策，往返于公司与贫困户之间的
原料运输车辆难以通行，扶贫车间面临停工。为了
保障贫困户增收，于学艳和丈夫层层申请，终于将
原料运输车开出了村，但在贫困户所在的村口还
是被拦住了。“当时贫困户们只能骑着三轮车来村
口，在疫情防控点转运原料，这才保证了生产。整
个疫情期间，我们两口子靠着这样的模式，保证扶

贫车间不停工。”
于学艳说。

于学艳告诉记
者，在参与扶贫事
业的过程中，最令
她难忘的人就是附
近邱官庄村的一位
老大娘。老大娘患
有风湿病，需要常
年吃药，有一次，老
大娘拉着于学艳的
手说：“靠着你这个
活儿，我每天能挣
到20多块钱，用这
些钱，我每月可以
买5瓶药，还有余钱
吃 个 炖 肉 ，谢 谢
你。”

于学艳

扶贫不停步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实习生 孔维尧
本报通讯员 孙兆军

“今年因为疫
情的影响，我们过
去主要的校服订单
没有了。这两个月
里我和老公专门去
了八趟临沂市跑业
务，想尽办法也得
维持住厂子的生
产，让大家伙儿能
挣上钱。”5月13日，
当记者来到平邑县
武台镇凯凯服饰省
级就业扶贫车间
时，十几位工人正

在进行防护服的生产。行走于一台台缝纫机
旁，凯凯服饰有限公司经理刘加芹告诉记者：

“这批货是临沂客户订的5000套防护服，俺自
己挣多挣少并不重要，只想着叫工人们能够
干上活儿，挣上钱。”

14年前，刘加芹迈出了艰苦创业第一步；
14年后，她用矮小的身躯撑起了两家服装厂
60多名工人的生计，带动了更多贫困残疾人
实现脱贫致富。

“当时在最困难的时候，是我们乡里乡
亲，还有各级领导帮我渡过难关。我得好好地
干，回报这些乡亲们。”刘加芹说，曾经的贫困
和两年的瘸腿生活，让刘加芹更加明白残疾
人和贫困家庭妇女的艰辛，于是她主动对接
扶贫部门，积极投身到脱贫攻坚行动中来。在
刘加芹的工厂中，有这样一条规矩：只要残疾
人、贫困户来厂子里工作，来多少人她就要多

少人，而且每做一件衣服比正常人加工费提
高0 . 5元。通过这种方式，刘加芹鼓励更多的
残疾人和贫困家庭妇女来厂工作，增加家庭
收入。有些贫困户刚进厂不会手艺，刘加芹就
办培训班，手把手耐心教；一些贫困户学习能
力差，刘加芹就安排一些老技工，一对一地
帮，一个一个地带。每到中午，刘加芹还为在
厂工作的贫困员工提供免费伙食。目前，刘加
芹的服装加工厂里共有职工60多名，她累计
帮助20多名残疾人、12户贫困户脱贫，很多贫
困家庭劳动力通过在这里工作实现了就业脱
贫。

2019年，刘加芹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奋
进奖。“下一步俺们还要建一个扶贫车间，俺
想给更多的贫困妇女和残疾人提供工作岗
位，让大伙儿走出家门，过上好日子！”展望厂
子未来的发展，刘加芹坚定地说。

“爱心裁缝”刘加芹助残脱贫

□ 本报记者 纪伟 本报通讯员 刘雁

5月19日，在莒南县坪上镇安琪儿幼儿
园，园长林西臻正在筹备复学工作。“6月份，
幼儿园里的一百多个孩子就将回到这里，重
启集体生活。同样重启的，还有我们的志愿活
动，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最近计划开展‘情暖夕
阳活动’，组织家长开展志愿服务，给孤贫老
人一个温暖的家。”林西臻说。

林西臻有三个身份，安琪儿幼儿园的创
办人、党员和青年志愿者。2014年3月以

来，林西臻积极参加各类志愿团体，热心于
帮助孤寡老人、儿童、困难家庭大学生。几
年间，林西臻的足迹遍布当地老八路军战
士、贫困学子、孤寡老人的家中。每逢雷锋
日、端午节、中秋节等，林西臻都会号召周
围的朋友一起走进贫困户家里，给他们送去
水饺、粽子、月饼等节日慰问品。目前，林
西臻已累计资助孤寡老人200余人，贫困学
生和困难群众100余人。

一个人影响一群人，是林西臻志愿活动
路上的最大收获。这几年，她组织的青年志
愿者服务队已经发展到了一百多人，队员大
多都是安琪儿幼儿园里的家长。每到周末，
幼儿园的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附近的敬老
院，大人们包水饺，孩子们唱歌跳舞，让老
人们度过一个热闹欢快的周末。“人上了年
纪最怕孤单，孩子们一过去，在院子里蹦蹦
跳跳，老人们的脸上也多了许多笑容。疫情
期间没法组织志愿活动，敬老院还给我们打
来电话，盼着我们带孩子们过去搞活动。”
林西臻说。

林西臻：情暖夕阳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张圣虎

多年以前，牛庆花还只是沂蒙山区的一
名普通农村妇女。2015年11月，怀揣着“让大山
里的好东西走出大山”的梦想，牛庆花当上了
淘宝店主。如今牛庆花的网店“孟良崮果园”开
得红红火火，2019年销售额达到400余万元，她
成了远近皆知的“桃宝皇后”。疫情之后，这位

“桃宝皇后”更是成为了一名带货主播，她用每
天4小时的直播让沂蒙山的好水果销往四方。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县长介绍了蒙阴的
地域特色，我就在旁边拿着苹果津津有味地
啃，我就想让大家看到我吃苹果，馋得慌，产生
想下单的冲动。”回忆起3月3日自己第一次在短

视频平台直播带货时的情形，蒙阴县孟良晏园
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经理牛庆花连称“没想到”。

当天牛庆花的直播“首秀”取得了一份亮
眼的成绩单：两个小时的直播中，有3 . 1万人点
赞、4 . 6万人收看，卖出了6000多斤苹果。经过
两个多月的时间，目前“沂蒙牛庆花”直播间
已经积累2 . 6万名粉丝，每天都能卖出数百斤
水果，取得了近20万元的销售额。

蒙阴县野店镇北晏子村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24户，为了有针对性地帮助贫困村民早日
脱贫致富，2016年8月，在当地扶贫干部的帮助
下，牛庆花与野店镇北晏子村的16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签订了扶贫协议。从此，这16户贫困
户就成了牛庆花的“穷亲戚”。就像曾经高价
从乡亲们手里收购花生那样，牛庆花的网店

与贫困户签订了桃、苹果等收购协议，规定保
护价每斤比市场价高出10%，确保贫困户能从
网店销售中获得“真金白银”。“不管干什么
事，我都在尽最大努力去做。养猪时，我尽最
大努力把猪养肥；开网店时，我尽最大努力把
店开好；扶贫时，我尽最大努力帮别人致富。”
牛庆花说。

“桃宝皇后”牛庆花的“直播路”

□ 本报记者 纪 伟
本报通讯员 陈秀焘

5月22日中午，记者在临沭县曹庄镇政府
见到了王洋，作为一名基层扶贫干部，她刚刚
走访完帮扶的贫困户回到办公室。

“虽然两年前从村里调到了镇上工作，但
我现在还是帮扶着朱村的5户贫困户。今天就
是例行走访，顺便给她们带去一些洗衣粉。”王

洋今年29岁，与男友相恋7年，却至今还没有举
行婚礼，“筹备婚礼怎么也得一周时间，今年是
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基层扶贫任务重，我不想
因为自己的事耽误工作，等完成今年的脱贫攻
坚战再办婚礼吧”。

卸下“战甲”，再穿婚纱，是王洋与男友的
约定。2016年研究生毕业后，王洋主动选择到
基层做一名大学生村官，担任曹庄镇朱村党支
部书记助理兼团支部书记。两年时间里，王洋

结合第一书记“电商扶贫”项目，打造“朱村味
道”农产品品牌，发展村级电商业务，为村里的
优质农产品代言。还举办电商培训班，帮助13
名村民开起网店，通过网络出售农产品增收，
帮助7户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

王经映是朱村的种梨大户，每年几万斤冬
梨上市时，都是王洋最忙碌的季节。今年初，王
洋通过线上团购帮王经映卖梨，再利用周末开
车把梨送到县城的客户手中。王洋说：“连着四

五个周末，我都是在往返县城与朱村的路上度
过的。幸好是赶在疫情前把梨都卖完了，不然
王经映家的梨就要滞销了。”王洋卸下“战甲”再穿婚纱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阚红 报道

本报临沂讯 5月27日，记者从临沂高新
区公安局获悉，为确保全国“两会”期间高
新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开发区派出所
始终坚持以“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
群众满意”为目标，牢牢把握“警保联控”
总方向，巡防效能不断增强。

结合临沂高新区巡逻防控工作实际，在
辖区设置巡逻路段和驻巡点，采取警保联合
徒步巡逻、专职巡逻车驻巡等方式，最大限
度地把警力摆到街面，压到一线，提高巡逻

覆盖率、盘查率、管事率和见警率，有效震
慑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营造安定祥和的氛
围，织密社会面巡控网。

细化岗位职责，突出打击震慑。以
“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为契机，细化岗
位职责，强力整治突出治安问题，以“万
无一失，一失万无”的标准做到横到边、
竖到底、面上覆盖无缝隙。精心组织，周
密部署，充分利用“天网”监控系统和单
位、居民小区监控系统，全力以赴做好辖
区安全检查和巡逻防控，常态化开展集中
清查。

临沂高新区公安局提升警保巡逻防控效能

□ 本报记者 杜辉升
纪 伟

本报通讯员 董 青

5月27日，在临沂市罗
庄区山东盛阳金属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电子显示屏
上生产数据时刻更新，运
载车辆来回穿梭，压轧机
器忙碌运转，生产秩序井
然。该公司2月份申请复
工，6天恢复正常产能80%，
如今全部复工达产。

公司生产协调组组长
李景回忆：“从精准复工
复产到加足马力满负荷运
转，我们仅用了一个月的
时间。”

就在2月初，李景还
在为企业复工焦虑不已。
盛阳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罗庄区打造千亿级
不锈钢产业集群的龙头支
柱企业，为多家下游企业
提供不锈钢半成品，仅春
节期间积压下的订单价值
就达上亿元。可防疫物资
准备不足，员工如何复
工？原料进不来、货品出
不去，企业如何正常运
行？万般无奈之际，企业
的帮扶干部罗庄区政协机
关服务中心主任主父国文
围绕企业“堵点”，带着
政策“红包”与复工方案
上门服务。

物资不足，主父国文
向工信部门反映，四处奔
走，为企业争取来几千只
口罩、一批额温枪和上千
支便携次氯酸消毒液；员
工返岗难，他积极协调各
街镇，组织本地员工就近
返岗；物流受阻，他多方
咨询，协调运输车辆，保
障产品运输通畅。就这样，复工复产的难题被逐个
破解。3月初，该公司产能全面恢复，并为下游企
业打通了复工产业链。

政府服务“跑在前”，企业复工“醒得快”。罗庄区
工信局副局长朱怀北说：“龙头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
业复工复产需求不容忽视，帮扶干部‘点对点’协调
解决产业链上下游‘堵、痛、难’事项，从而激活产业
集群‘一大片’，企业迈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的良好
局面正在呈现。”

聚焦“服务全链通”，罗庄区从各部门选派159名
干部深入172家重点企业，做到“手续全办理”“政策
全争取”“项目全服务”，持续用力、精准发力，帮助企
业融化“市场的冰山”，削低“融资的高山”，跨越“转
型的火山”。目前，帮扶干部累计帮助解决各类问题
534个。盛阳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故事，在罗庄
区发生了一次又一次。

“今日包裹运送量突破58万！”5月25日深夜
11点，临沂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国强仍在公
司里忙碌，这几个月，他的心情就像是坐过山车。

受疫情影响，公司运力不足，营业额损失2/
3。一边扛着保障重要民生物资运输重任，一边背
负着维持公司正常运转的责任和1300多名员工的希
望。复工以来，每日快件运送量从最初的3 . 4万件
陆续恢复到往日的58万件。

作为罗庄区率先复工复产的快递企业，张国强
透露了快速“恢复元气”的秘笈：“早在2月初，
我们就收到了区委督委办帮扶干部何绪飞送来的
‘政策大礼包’，2月中旬第一批开工。”

然而，因何绪飞罗庄区委督委办工作人员的身
份，他刚与企业接触的时候，一度被以为是来“挑
毛病的”。企业不认可，帮扶工作一度没有进展。

终于，在第三次与企业交流时，何绪飞等到了企
业的那一句“感谢！你们来，真正是为我们排忧解难
的！”张国强动容地说，“一有符合条件的惠企补贴出
台，他准会带着整理好的文件来找我，需要准备什么
材料都详细列了清单。”干部“走心式”帮扶，件件暖
心窝，桩桩达心坎。“哪怕一百块的补助，他也愿意帮
我们跑腿。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争取到稳岗补贴
67621元，电费减免1006元，每月社保费用省了10多
万。现正对接市里，为我们申请支持快递业务发展的
40万元政策补贴。”

疫情虽然让企业遭受损失，机遇之门也在开启。
罗庄区在临沂市县区层面率先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

“渡难关、战疫情、保发展”十五条措施，整理出“涉企
业政策百六十条”，帮扶干部对上争取、对企解读，切
实发挥了政策红利的杠杆作用。一项项纾困解难的
帮扶、一系列政策红利的兑现，提振起企业“化危为
机”的信心。目前，总投资10亿元的申通快递二期工
程已开工，将开通20余条国际国内货物转运航线，届
时可提供就业岗位8000个，日均进、出港快件可达
200万件以上，年实现税收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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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纪伟
通讯员 史馨方 刘振华 报道

本报临沂讯 “没想到当天就拿到了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原本我们预计至少需要二
十来天，现在马上就可以动工了。”5月13
日，山东迈特瑞卫生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永
强来到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
环评批复时，对新实施的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
赞不绝口。

据了解，临沂经开区探索建设项目环评豁
免管理和告知承诺制改革创新举措，将部分环
境污染影响小、风险低的建设项目等纳入环评

豁免管理；将环境影响总体可控、受疫情影响较
大、就业密集型等民生相关的部分行业及“零增
地”技术改造项目，纳入环评告知承诺制改革。

“改革实施后，临沂经开区50%以上的环
评业务将由审批模式改革为豁免管理和告知承
诺制。”经开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经济发展审批
科科长刘振华介绍说，通过告知承诺环评审
批，环评文件从受理到批复，审批时限由原来
的环评报告表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报告书60
个工作日，缩短到1个工作日，提速为当场作
出告知承诺审批决定的“即办件”，将使企业
新开工项目节约90%以上的审批时间。

临沂经开区探索建设项目环评豁免管理

□记者 杜辉升 报道
本报临沂讯 5月25日，记者从临沂市政府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佳画杯”临沂市文化创意创
业大赛启动。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临沂大学、临沂市
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大赛总共设置了两个组别，
分别是创新组和创业组。

本次大赛设置了创业组比赛。创业组共设置瞪
羚奖1名、白马奖1名、蓝筹奖1名。入选项目将可以享
受到“荣耀佳画”全方位赋能，包括资金投入、战略合
作、全资收购、控股经营、线上运营指导等多种方式，
其中对于优秀项目投资金额将不低于100万元。“只要
是喜欢临沂文化的创作者，都可以参与进来。参赛范
围包括但不仅限于企业、事业单位、院校、社会团体、
艺术家、在校大学生、平面设计师、空间设计师、装饰
装修、非遗传承人、插画师、绘画爱好者、产品研发人
员等。”临沂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斌说。

临沂市文化创意创业

大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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