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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王传钧 报道
本报济宁讯 5月23日，记者从

济宁矿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济矿物流”）获悉，济矿物
流港口作业区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
启用。

据了解，济矿物流港口作业区
全称叫“济宁港梁山港区寿张集作
业区”，一期工程位于梁山县以北3
公里的寿张集镇，梁济运河右岸。
工程包括港池开挖、码头工程、锚
地工程、新建大堤、后方陆域、临
时围堰，按8个2000吨级泊位及相应
配套设施进行施工，全长756米。截
至5月22日，该港口作业区已安设装
船机3台，每台每小时可装货1800
吨；门座式起重机1台，每小时可卸
货600吨。

济矿物流港口作业区投入使用
后，将实现晋豫鲁铁路运输大通道与
京杭大运河的有效接合，打造集煤炭
运输、仓储、加工、配送、交易、信
息等为一体的鲁西南铁水联运最大的
物流运营集散基地。

据了解，济矿物流公铁联运自
2019年实现以来，发货量1100万吨，销
售收入25亿元。水路通航后，凭借京杭
大运河的内河航运优势，济矿物流的
煤炭、钢材、粮食、化肥、铁矿石等货物
远可通江达海对接“一带一路”，既可
助推梁山县地方经济发展，又可通过
港口聚集效应形成“港产城”。

目前，济矿物流正在倾力打造山
东京杭多式联运物流项目，在一期港
口作业区工程8个泊位的基础上，拟
再建10个2000吨级泊位，其中6个散
货泊位、4个集装箱泊位，已于今年3
月动工兴建，建成后年吞吐能力可达
5000万吨～7500万吨。

近年来，济宁市主动对接国家大
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重大机遇，先后
启动了京杭运河主航道“三改二”、韩庄复线船闸建设等重
大工程。随着国家重构京杭运河“全流域”航道重大布局的
展开，瓦日铁路在梁山北与大运河交会，形成一条新的“西
煤东运”“北煤南运”大通道，济矿物流港口作业区迎来了历
史性机遇，京杭大运河的内河航运枢纽作用将日益显现。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胡梅红 李海波 报道
本报济宁讯 创业者郭勇原来从事传统产业，看好互

联网商机的他立志转型。2019年，他进驻了兖州“兖之翼”众
创空间，和另一名年轻人谢明谦合伙注册了济宁显力信息
技术服务公司，联手进军网络平台，开展兖州、嘉祥、汶上、
梁山、邹城等5个县（市、区）“饿了么”配送代理服务。

郭勇只是进驻“兖之翼”众创空间众多创业者中的一
员。“兖之翼”众创空间成立于2016年，位于兖州区鼓楼
街道铁北西街。

“‘兖之翼’众创空间为进驻的创业者提供创业场
地、项目帮办、融资对接、企业培训和项目申报等服务，
帮助他们解决创业中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兖之翼”
众创空间负责人王涛介绍，今年4月16日，“兖之翼”众
创空间被科技部确定为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成为兖州区首
个专注于小微企业孵化创新的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目前，“兖之翼”众创空间内拥有创客136人，进驻
企业48家，涵盖光伏发电、机械制造、电子商务、跨境电
商、企业管理咨询以及物流等多个领域。2019年，众创空
间为8家企业申请发放无息贷款120多万元，多次邀请济
宁、兖州等地的企业家和创业导师举办沙龙、讲座等活
动，对创业青年进行现场指导和专业培训。

□吕光社 马文青 郑国栋 报道
本报梁山讯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帮我解了燃

眉之急。”日前，梁山县创业者刘春花申请的15万元免息
贷款到账，房租、管理费等已及时交上，商铺恢复正常运
营，她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

受疫情影响商铺收入减少，交房租、进货均需要资
金，刘春花急需资金解决燃眉之急，正在她一筹莫展之
时，在公交车车载广告上看到了关于创业担保贷款扶持政
策的宣传视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她前往县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相关窗口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仅用了
20分钟就成功办理，不足10个工作日，便收到了15万元免
息贷款到账的通知。

梁山县发挥创业担保贷款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
作用，有序推进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创业工作。承办银行及
乡镇（街、区）人社所为申请借款人员提供就近领取材料
和初审推荐的便捷服务，符合政策条件的，逐一实地调查
审核，提高审批效率。各经办银行优化服务效能，压缩办
理时间，快速审核发放贷款。截至目前，梁山县已为216
名创业者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279万元，带动就业1100多
人。

济
矿
物
流
港
口
作
业
区
下
半
年
启
用

梁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3279万元

“兖之翼”为创新创业添翼

□ 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李海波

5月26日，对家住济宁市兖州区龙桥一
区的王进兰而言注定是个特殊的日子。这
一天，她头一次在面前架起手机，勇敢地直
面网友讲出自己身患残疾的故事，开启了
她依托网络脱贫致富的人生新征程。

2006年，原本做玻璃生意的王进兰突
然被查出患了严重的风湿病，虽然家人千
方百计带她寻医问药，却依然没能阻挡住
病情恶化的脚步。2013年，她手脚严重变
形，不仅下地走路成为一种奢望，就连拿筷
子夹菜都显得异常艰难，2014年，总是倔强
不服输的她在领到残疾证的那一刻心如死

灰，整个家也渐渐被拖垮了。
在兖州区，像王进兰这样因残疾致贫

的贫困户还有很多，约占到贫困总人口的
65%。“他们中的大多数勤劳能干、敢于直面
困难的人生，这时候，我们就要按他们的身
体和个人状况，为他们创造就业和脱贫机
会。”济宁市肢体残疾人协会秘书长、兖州
残联宣文部主任金瑞舟告诉记者，考虑到
很多残疾人朋友行动不便，他们注意到了

“网络直播”这一新兴职业，并赴全国多地
考察残疾人直播的可行性。

“很多网络公司对我们孵化残疾人网
红、以探索新脱贫渠道的想法表现出了极
大的赞许，并愿意提供免费的网络主播培
训课程。”兖州区扶贫办主任张磊说。

去年年底，在专业培训机构轩辕国际
演说学院的义务帮助下，兖州区的十几名
残疾人率先触网，通过实践寻找直播规律。
以兴隆庄镇兴隆社区居民李祥玉为例，50
岁的他靠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巧嘴，不仅在
短短不到半年时间内吸引了2万多粉丝，目
前更是接到了商业合作，开始做人参等东
北特产的带货。

孵化网红主播，兖州并非一时脑热而
为之。他们选择的培养对象，大都性格开
朗、善于表达，并有过经营、销售等从业经
历。虽然王进兰并没有在第一次直播就开
启带货模式，但按照她的规划，在自己达到
一定量的粉丝后会帮着亲戚家的店在网上
推销旋转门。

“虽然刚开播的时候有点紧张，可看着
网友们打在公屏上鼓励我的话，感觉自信
一下就来了。”谈起首播时的心情，王进兰
感慨万千。她说，有信心找回过去经营门店
时的精神状态，在网上闯出一片天。

而就在首播当天，同为残疾人主播的
小孟镇二村村民袁挺还早早地赶到了王进
兰家，把自己几个月来的直播经验毫无保
留地教给了她。“专业培训课主要在网上进
行，到了实操阶段，我们则主要采用一帮一
的模式，由先做起来的主播带着新主播试
水，并发现、总结和改正问题。”张磊说，目
前，兖州区已有18名残疾人进入到直播行
业，年内计划培育残疾人“网红”100名。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范培倩 王如光 报道
本报济宁讯 眼下，济宁市任城区22万亩水稻育秧正

在进行，与以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推广育秧新技术新模式，
效率提高了10倍多。

近日，在唐口街道的济宁绿健现代农业示范园内，工
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水稻育秧机械化作业，铺土、浇
水、播种、覆土等工序全部由机器流水线自动完成。示范
园负责人杨忠喜介绍，“传统的育秧，1亩秧田只能栽种8
亩到10亩大田，我们这样育苗，1亩秧田可以插100亩大
田，既节省了秧田地，又提高了效率。”

在引进全自动水稻播种机、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同
时，任城区还加大对农业新型机械的研发推广力度，支持
水稻育秧中心和推广示范基地建设，探索机械化育插秧社
会化服务新模式。目前，任城区有近一半秧田已采用机械
化作业。

这里批量“孵化”直播达人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克潜 张明 徐蒙蒙

近日，在汶上县次邱镇甘薯产业园育
苗大棚里，长势喜人的地瓜苗一片葱茏。次
邱镇付村集村的贫困户伊怀桥正和十几个
附近村的村民分剪地瓜苗，在他身后，一捆
捆绿油油的地瓜苗被整齐地码放在墙角。

“以前除了种小麦就是种玉米，家里的主要
收入就是外出打工。现在土地流转出去了，
还能在家门口打工，一天能挣100多元，日
子真是越过越好了。”伊怀桥感慨地说。

近年来，次邱镇突破“一麦一棒”传统

种植模式，依托市级龙头企业济宁金藤薯
业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甘薯产业园和国
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试验站，成为甘薯种
苗试验基地，现年产优质脱毒种苗2亿株，
出苗量居全国第二位。产业园专门建设了
地瓜扶贫基地，免费提供优质薯苗、免费技
术指导培训、帮助产品销售和吸纳就业等
措施，每年为100户贫困户每户分红400元。

“我们精心培植好产业项目这棵‘大
树’，建立健全产业扶贫机制，让贫困户背
靠大树好乘凉。”汶上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县扶贫办主任冯志强介绍。近年来，他们建
立扶贫开发咨询专家库和县级产业发展项

目库，成立专家评审委员会，加强项目储
备、遴选立项、组织实施、竣工验收、收益分
配等工作。通过落实项目评审论证制度、督
导调度机制和扶贫项目与贫困户利益联结
机制，推进产业扶贫项目建设。

为确保贫困户享受到产业振兴带来的
福利，当地采取“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
让贫困群众在产业扶贫中稳定增收。2018
年，汶上县苑庄镇道立种植合作社承担了
镇里的扶贫项目，累计承接扶贫资金123万
元，建设冬暖式大棚，种植黄瓜、甜瓜等经
济作物，安排村里12个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到合作社打工。合作社每年拿出不少于

扶贫资金10%的收益用于贫困群众分红，让
全镇112户、217名贫困群众从中受益。截至
目前，汶上县共有37家合作社参与实施扶
贫项目，共投入扶贫资金720多万元，惠及
1183户贫困群众。

为加强对扶贫项目的监督管理，汶上
县在各村成立了村级扶贫理事会，监督扶
贫政策措施的落实和执行,监督扶贫资金使
用、项目效益分配，参与本村扶贫项目建
设、运营、管护等。对脱贫攻坚以来形成的
营利性扶贫资产全部进行确权登记，并明
晰项目产权归属，确保项目健康持续运行，
实现扶贫资产保值增值。

栽好产业大树，让贫困户好乘凉

□ 本报记者 孟 一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郝龙臣

“大爷，您上个月的积分是80分，可以
兑换这个货架上的物品。”5月28日一大早，
曲阜市陵城镇杨屯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孙
清华就赶到了设在镇政府大院的“暖心驿
站”，看着米面粮油、锅碗瓢盆等丰富的日
用品，大爷乐呵呵地把一袋20斤的大米装
上了自己的三轮车，临走时还不忘对工作
人员说，“下个月我要冲击最高分！争取把
电饭锅扛回家！”

“贫困户虽然都脱贫了，但生活品质还

是不尽如人意，尤其在家庭卫生方面，我们
在走访时发现，很多贫困户家里连个插腿
的空儿都没有。”陵城镇副镇长张振华直
言，虽然他们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尝试以志
愿服务为基础的家庭清洁行动，但实际维
持起来难度很大。

为从根上激发出贫困群众自觉打扫家
庭卫生的动力，陵城镇舍弃了志愿服务的
模式，创新推出“暖心驿站”及家庭卫生考
评激励机制。记者在陵城镇家庭卫生公约
上看到，操作规范对“吃过的饭的碗筷怎么
处理”“被褥怎么放”“鞋子脱在哪”等都作
了明确细致的要求，考评团每月会不定时

地到全镇499户贫困户家中进行突击式暗
访打分，凡是达到80分标准者，可于次月的
1日-6日根据所获积分兑换相应的日用品。

“考评团的12名成员是由镇、村两级的
妇联工作人员组成，大家都是平时做家务
的人，卫生打扫得咋样，是真收拾还是做样
子，一眼就能看出来。”考评团成员高歌深
有感触地告诉记者，乱子窝里出不了勤快
人，人如果连自己家的卫生都不愿意打扫，
搞不好就会在贫困线内外进进出出。暖心
驿站“开业”第一个月，全镇有241户到站兑
换了爱心物资。

与此同时，“暖心驿站”还一站多用，利

用日用品兑换日贫困户聚集的时机，组织
镇扶贫办、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志愿者为他
们提供扶贫政策讲解、具体难题化解等帮
扶服务。

“以奖代帮解决家庭清洁问题，一来是
为了激活贫困户的家庭卫生自净系统，让
家庭环境得到持续维护；另一方面以此为
支点，提振他们靠自己双手脱贫致富的精
气神。”陵城镇党委书记武凡明表示，下一
步，陵城镇将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确保考核
评分公平公正，爱心物资及时发放，让暖心
驿站的阳光照进所有贫困户家中，实现贫
困户精神面貌大改善和生活品质大提升。

“暖心驿站”激活家庭卫生自净系统
任城推广育秧新技术

1亩秧田插100亩大田

决战脱贫看济宁新招
设立公益扶贫岗，建立扶贫产业项目库，培训残疾人搞直播，设立“暖心驿站”……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收收官之战济宁市

各县(市、区)积极探索适宜管用的新招硬招，记者深入乡村采访，挖掘精准扶贫新做法、新故事，以飨读者，也希望能给脱贫攻坚一一线工
作者一些启发和借鉴。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张长青

如今邹城市唐村镇前葛村的贫困户葛
文全家变了样：院子里原来堆积如山的垃
圾不见了，刺鼻的异味消散了，取而代之的
是干净整洁，不仅如此，墙根前还种出了一
个小菜园、厦檐下养起了几盆月季花。年近
七旬的老葛边浇花边说：“公益岗上的同志
隔三差五地过来干活，前几天从家里一次
性清出了13车垃圾，看着院子变回了真模
样，心里也畅快了不少！”

顺着葛文全的手势，记者看到屋门外
西墙上贴着一块“公益岗”的牌子。公益
岗人员是同村的贫困户宗维年，职责是每
周至少入户两次，清扫卫生，卫生要长期
达到“五净两整齐”标准。邹城市扶贫办
工作人员孙凯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在
全市推行公益扶贫岗模式，让村里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上岗，长期为老病残等无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提供服务。政府每月为他
们发一定的岗位补助。在公益扶贫人员的
带动下，葛文全一家也“讲究”起来，屋
里屋外打扫得很干净，患有精神疾病、一
向少言寡语的儿子也变得爱说爱笑，不光
每天起来叠被、刷牙，还没事就拿着鸡毛
掸子打扫桌子。

据了解，邹城市目前共有脱贫仍享受
政策贫困户8475户，其中老病残等无劳动
能力的能占到70%以上，他们中大多数身
边无人照料。对此，当地针对“老病残”
等特殊群体，采取邻里互助、上门服务等
方式，设置700余个以帮送餐做饭、清洗
衣物、打扫卫生、代购代办，查吃、穿、
住、医“四帮四查”为主要内容的扶贫公
益岗，优先聘请478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上岗，实现了贫困群众有人服务、特殊
群体有人照料。

“我是俺村贫困户里边最年轻的，身
体也不差，经常到其他贫困户家里跑跑，

一是能帮他们拾掇拾掇家里、帮着办办
事，二是我自己忙活着，也不闷得慌。”
大束镇张家屋村的贫困户党庆芝也是一名
公益扶贫员，负责帮助照料村里其他9家
贫困户，“邻里百舍的，有能力就互相帮
衬着，大家伙一起脱贫！”5月13日，记
者采访时，他刚刚把几家贫困户外墙的裂
缝抹了一遍，又忙着去给70岁的李传文家

杀鸡。去年秋天的一个夜晚，老李突发脑
梗，晕倒在家里，患有精神病的儿子不知
厉害，幸亏党庆芝及时赶到，并送往医院
抢救，为老李捡回来一条命。

孙凯说，“让贫困户参与公益岗，一
方面能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通过自己的
劳动挣钱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作为邻
居，他们熟悉贫困户家里情况，更能设身

处地地为贫困户着想，让受帮助的老病残
贫困户容易获得心理平衡，树立脱贫信
心。”下一步，他们将加大“扶贫公益
岗”开发力度，增加资金投入，让公益岗
上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困难户，从“扫
扫院、做做饭、看看门、办办事”等小事
入手，为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供更为精
准的帮扶。

“邻里乡亲帮一把，咱们一起来脱贫”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5月13日，邹城市大束镇张家屋村贫困户党庆芝（左）在帮另一家贫困户打理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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