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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胡丽萍

这两天，高青县木李镇73岁的李士贵没事
就到黄河滩外的安置社区查看进度。听说过几
天就能拿到新房钥匙。新生活触手可及，这个
在黄河滩内困了一辈子、也受了一辈子穷的老
人，以前从没敢想过“这辈子还能走出滩区住
上楼房”。

滔滔黄河携泥带沙，流经高青县47公里，
历史上几经泛滥修筑堤防，靠近河岸的村庄被
“圈”进了滩内。就这样，黄河在北，大堤在
南，高耸的黄河大堤如同一条延绵不绝的屏
障，将富裕挡在外面，将贫穷留在堤内。“三
年攒钱、三年盖房、三年还账”，部分滩区群
众几乎把毕生的积蓄和精力都用在了盖房上。
李士贵和祖辈们代代饱受水患侵袭，滩外的幸
福生活成为高青县滩区5000余名群众的梦想。

就要搬离黄河滩了，李士贵老人没有丝毫
顾虑和不舍，心里踏实得很。家里的几十亩口
粮地，李士贵早就种“够”了。虽说现在机械
化程度高了，但仍然少不了一些搬搬挪挪的力

气活儿。每到农忙时节，在外面打工的儿女们
怕累着老人，总是请上半个月的假，大老远赶
回家帮着耕种灌溉。

“孩子们请假扣除的工资比地里的收成还
要多。”李士贵说，心里总感觉别扭，亏得
慌，“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去年，木李镇顺应群众需求和期待，紧抓
滩区迁建机遇，大力实施“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通过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开展“党支部+合作社+社会化服
务”，搬迁群众土地如何耕种问题迎刃而解。
李士贵除了能领取自家土地的流转金，还在合
作社找到了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现在就等着
过几天去领新楼房的钥匙了。

无独有偶，同镇的滩区群众李坤也在紧邻
新安置社区的得益乳业公司找了新工作。

“过去，每天都要骑电动车跨过黄河大
桥，去河对面的企业打工，很不方便，也顾不
上家里。”李坤说。

由于种地收入不高，李坤的丈夫和村里的
不少年轻人选择到外地打工。李坤不忍心丈夫
一个人受累挣钱养家，除了照顾年幼的孩子和

体弱的老人，她也不闲着，每天早上6点多就
要往河对面的网绳厂赶，晚上再摸着黑回家。
这样两岸跑的生活寒来暑往一过就是三年。

“楼上安居、楼下乐业”的生活就要成为现
实，40岁的李坤真切地感到幸福生活已经开始。

2020年1月，淄博市发改委编制印发《淄
博市黄河滩区迁建产业发展规划》，鼓励大力
实施产业、就业“两业”融合发展。

在高青，像木李镇“滩区迁建社区+工业
园区+农业园区”这样的配套，是全县三个迁
建社区的“标配”。搬得出的问题解决后，
“后半篇文章”就是如何让群众住得稳、能致
富，达到安居乐业的终极目标。按照乡村振兴
和脱贫攻坚要求，高青县依托经济园区、农业
龙头企业、特色加工业等产业，分别制定了产
业培育规划，做到居民安置、产业培育同步实
施。常家镇安置社区选址县城规划区以内，紧
邻经济开发区健康医药产业园；木李镇安置社
区靠近得益乳业种养结合高端奶业基地；黑里
寨镇安置社区配套特色种植产业基地，滩区外
迁群众都可以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2014年以来，常家、木李、黑里寨三个镇共

投入1870 . 5万元，实施了10个产业扶贫项目。
而且，为了进一步拓宽黄河滩区迁建群众

就业渠道，提升迁建居民技能水平，高青县人
社、妇联等部门已经免费为滩区群众举办了近
百场次就业创业能力培训提升培训，培训内容
涉及面食、育婴、护理等项目，让千余名群众
有了一技之长。

常家镇开河村的王贵山、张霞夫妇就是受
益者之一。他们作为淄博第一批搬进安置社区
的群众，经过技能培训找到了心仪的岗位。在
安置社区旁边的黄三角药谷产业园里，王贵山
正在生产车间熟练地操作着生产仪器。张霞则
在县城找到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家政工作。小两
口一个月能挣8000多元，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有
滋有味。

“幸福生活还是要靠勤劳的双手去打
拼！”黄河滩外的日子有奔头了，王贵山夫妇
又有了新的奋斗目标。从滩内受困到楼上安
居，从地里刨食到城里乐业……黄河滩区迁建
工程正改变着滩区群众的生产生活，让他们断
穷根、挪穷窝、奔富路，楼上安居、楼下乐业
的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楼上安居 楼下乐业
淄博下好黄河滩区迁建产业发展“一盘棋”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王轫 张新明 报道

本报淄博讯 遇上高考改革，取消文理分
科；自主招生、加分、复读等政策有变化；疫
情影响，网课效果有限、模考形式改变……对
淄博市26000多名高考生而言，今年的高考面
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3月31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0年全国
高考时间安排的公告》：今年高考延期一个月
举行，考试时间为7月7日—8日。公告发布之
后，高三学生及家长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
紧张起来。

6月24日，结束上午的课程，淄博四中高
三23班学生王莉宁走出教室。“疫情之初，得
知无法返校，大家心里很慌。但随着网课开始
后，课程安排很紧凑，老师还定期往家里送纸
质试卷，让我们保持做题感觉，我的心态逐渐
稳定下来，目前正全力冲刺备考。”她笑着
说。

“得益于学校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线上

直播平台在这次疫情中派上了大用场。”高三
物理老师董亮告诉记者，由于理科的特殊性，
PPT展示等教学手段运用频繁，线上直播的讲
课效果比用手机和电脑好得多。

“为保证教学质量，在全面做好防疫同
时，学校管理人员和信息技术老师正月初三即
返校开始准备工作，正月初六所有高三老师返
校，网课按时开课。”主管高三年级的副校长
朱文玉介绍，授课老师固定教室，不串班，课
后有专门的值班人员对麦克等设备进行全面消
杀，20分钟后下一位老师才能进入教室。

4月15日，全市高三学生返校，为确保每
班不多于30人，原始班级分别在AB两个教室
上同一节课。淄博四中的老师利用多媒体设备
在一个教室上课，另一教室的学生通过网络直
播同步上课，做到防疫、教学两不误。眼下，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各学校基本恢复原来的
上课方式。

“为帮助学校做好网课和复学工作，我们
作了多手准备。”淄博市教研室高中科科长陈

鲁峰介绍，年后假期结束到现在，淄博市高三
年级的教研员和相关负责人坚持在岗，做了大
量备考管理指导工作。如以网络会议的形式，
组织召开了全市高三备考管理工作会议；分别
和10所学校的分管校长、高三级部领导、高三
备课组长一起组织了高三备考管理调度会，还
组织了61场次市教研员和一线老师远程联合集
体备课活动，引导学校进一步明晰了高考备考
方向。

疫情期间，淄博市教研室专门召集全市
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和名师，录制了104节高
三备考视频课，把这些优质资源放到市基础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学科QQ群、学科微信
群等学术平台进行共享，深受一线老师欢
迎。

“当前已进入综合训练的冲刺阶段，保证
学生的心理健康同样是备考的一大重点。”淄
博四中校长刘绍华说，由于疫情影响，不少学
生因长期居家隔离产生家庭矛盾，复学复课后
也面临学业压力，对疫情和高考产生恐惧、焦

虑、烦躁等情绪，学校对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较往年更加重视。“我们每周三、周五开放
心理咨询室，来咨询的学生比往常多了不少。
学校微信公众号也不定期推出心理疏导课和文
章，效果不错。”

针对学生存在的普遍性心理问题，淄博市
教育局在组织各校根据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为
学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课的同时，集中录
制推送了25节心理微课，在“淄博教育发布”
公众号里进行系列发布，供各学校选择适合的
课程内容，组织学生学习。

根据日前山东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做好
近期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通知》（鲁
教思函字〔2020〕5号）等文件要求，淄博市
广泛开展“七个一”活动，对包括高三学生在
内的全体学生安排一次家校沟通，开展一次谈
话谈心，进行一次心理健康筛查，组织一次集
体心理辅导，提供一个求助援助途径，上好一
堂心理健康微课，安排一系列文体活动，切实
保障广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课业、心理“两手抓”

多手准备冲刺高考

□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宋军浩 王俊

6月16日早上7：20，在沂源县西里镇的团员
崮农场，横成排、竖成列的桑树沐浴着热辣的阳
光，一颗颗“黑珍珠”躲在绿油油的桑叶下，十分
诱人。一个肤色黝黑的小伙子，手里拿着赶鸟的
锣，热情地引着游客采摘熟透的桑葚。

游客王桂英说：“吃到嘴里的桑葚远比想象
中还要甜，仿佛找到了儿时记忆的那种感觉。”

小伙子名叫孙金虎，1993年出生，是人们
口中的“后浪”。2018年退伍后，没有选择留
在北京，而是背起行囊，一头扎进了沂蒙山区
里的老家。

眼前的这片桑葚园，过去是一块“废弃”
的撂荒地，一直无人问津。孙金虎告诉记者，
2014年他父亲刚开始经营这块地时，仅有7
亩，试种了几种作物，长势都不是很好。孙金
虎从父亲手里接过来后，通过多方考察，发现
这类山地极宜种植桑葚。他便从甘肃、浙江等
地引进了10余个品种，试种效果不错。于是孙
金虎有了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的打算，他的想
法也得到了西里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政府不仅帮忙流转了500余亩撂荒地，
让我有了更大的‘舞台’，还投资对采摘园入
园道路进行了硬化。”孙金虎笑着说。

一年多下来，桑葚园已颇具规模，500亩
的土地，足足垒砌起10000米的地堰。采摘

季，每逢周末都会吸引上千人入园采摘，葚果
采摘收入达到了70余万元。随着“基地+农
户”的经营模式越来越清晰，附近越来越多的
村民因此受益，薛家峪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刘立
俭便是其中一人。

“我这上了年纪，活干不动，地也种不了，之
前光靠着政府的救济。没想到这个桑葚园又让
我找到了新价值，最近忙活了20多天，就挣了
1400多元。”刘立俭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今年，孙金虎的采摘园带动村内15户村民
实现了增收致富，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人、
低保户1人，平均每人增收2000余元。

村里人笑称：小孙种出来的是纯纯的“黑
金”。

桑葚规模种植，仅仅是孙金虎返乡打造
“黑金”产业链的开端。作为年轻的“新农
人”，孙金虎在尝到“种地”的甜头后，将发
展焦点迅速转移到了附加值更高的葚果“周
边”加工上。

在孙金虎看来，“新农人”的使命任务并
不是一味遵循“老农人”的脚步，而是要尝试
走一条旁人没走过的道路。

2019年，孙金虎购置了一整套茶叶烘干、
炒香、包装设备，开始摸索桑叶茶加工。

“农场将霜降后的优质桑叶炒制成茶，兼
具特殊口感和降糖保健功能。”孙金虎告诉记
者，“因为对桑叶质量要求高，每年产量仅在
3000斤左右，一批茶叶还没炒出来，往往就被
人预订一空。”

桑葚果、桑叶茶、桑葚果汁、桑葚干、桑
葚煎饼……在这个“后浪”埋头经营下，集农
业种植、观光采摘、食宿体验于一体的桑葚产
业体系正日益完善。

下午，阳光照射在黑色的葚果上，折射出
金色的光。孙金虎现在梦想着能通过自己的努
力，把这个小山村全都带动起来，共同参与到
脱贫致富的“黑金”产业中去。

垒万米地堰，建五百亩桑葚园

返乡“后浪”打造“黑金”产业链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3日，山东省暨淄博市

人社区块链服务平台开始上线运行，个人参保
缴费证明、养老参保缴费凭证、工伤认定书、
劳动能力鉴定书、劳动合同，以及社保卡、淄
博精英卡等7类人社证照、证明项数字资产材
料首批发行上“链”，为各类人社业务资料的
安全存储和可信流转提供了强力技术支撑。

为使广大群众更好地保护个人权益，享受
到更加便捷优质的人社政务服务，淄博市人社
局坚持有解思维、创新工作思路，在全省人社
系统率先探索推出了“区块链＋政务”服务工
作模式，将无形“数字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
权交还给群众，将群众许可作为政务服务过程
中使用“数字资产”的必备前提。

“区块链＋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运行后，
数字信息资料的持有方、发行方、使用方借助
该平台，全面实现可信资料的跨部门、跨层
级、跨区域畅通流转，群众办事时无需再提供
原始证明、证照材料，只需要通过“温暖淄博
人社”APP内的“数字保险箱”模块，注册人
社部门的个人区块链“数字保险箱”后，利用
“温暖淄博人社”APP相应功能按钮获取本人
的各类人社电子证明，即可享受“全透明”
“点对点”精准服务。

下一步，淄博市人社局将进一步推动“区
块链＋人社”民生服务升级，逐步形成覆盖全
省人社部门各层级服务对象的统一支撑平台，
同时，积极向人社外部门赋能，形成人社部门
可信体系，实现人社区块链社会效益最大化。

淄博人社服务

率先上“链”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闫盛霆 郭一洁 报道

本报淄博讯 用油布擦拭鏊子，熟练地舀起一
勺面糊浇在烧热了的鏊子上面。随着鏊子转动，轻
巧地用丁字形的木推子顺时针将面糊摊成一个圆
形……6月23日，在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东岭村，
56岁的杨俊兰正在家里熟练地摊着煎饼。伴随着腾
腾的热气，不一会儿一张色泽诱人、香气四溢的煎
饼就摊好了。

“现在俺可省心了，只管做好煎饼。包装、往
外卖啥的合作社都给办了。现在一天干六七个小时
能摊6包煎饼，一包40个，比俺自己卖时挣得可多
多了。这多亏了合作社啊！”杨俊兰高兴之情溢于
言表。

如今，得益于淄川区西河镇创新实施的“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模式，让不少从事特色农产品
生产、加工的老百姓尝到了甜头。2020年4月，淄
川区第一家由区属国有企业参股兜底的扶贫专业合
作社——— 淄川区农兴合作联社在西河镇成立。这家
合作联社包括了西河镇下义户村杂粮加工合作社、
宝泉村蜜薯种植合作社等12家党支部领办的专业合
作社，帮扶范围覆盖西河镇62个贫困村、辐射贫困
户1897户，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收集镇内各类特色农
产品、进行统一包装初加工、负责市场运营销售
等，产品涵盖西河煎饼、散养山鸡蛋、青石山小
米、西河蜂蜜、猕猴桃等10余种原生态绿色农产
品。

淄川区西河镇奏响

脱贫攻坚“富民曲”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徐勐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4日，淄博市文化旅游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博山区、淄博颜山文化旅游公
司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作为淄博市践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主战场，
近年来，博山区依托深厚的资源禀赋，嫁接平台思
维，融合前沿理念，大力实施文化赋能行动，全力
做好文旅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博山区先后引进了
陶琉古镇、红叶柿岩、三水源等具有影响力的重大
文旅项目，文旅融合发展迈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

本次签约是淄博市文旅公司首次与区县开展合
作。协议签署后，淄博市文旅公司将与淄博颜山文
化旅游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围绕博山山水资源、陶
琉产业、红色文化、乡村旅游、美食餐饮、医养康
养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精品文旅项目，助力乡村
振兴和脱贫攻坚，加速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博
山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掀开博山文旅之都建
设的崭新篇章。

淄博市文旅公司与博山区

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王玮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3日，由淄博市妇联、市扶

贫办、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联合开展的淄博市建
设“庭院爱心小路”助力脱贫攻坚捐赠仪式，在沂
源县举行。

据了解，“庭院爱心小路”活动开展以来，淄
博市各区县通过试点先行、示范推广、舆论引导，
形成了全民参与、合力共建、协同作战的良好局
面。“下一步，希望沂源县、各级妇联组织以及扶
贫战线的广大党员干部能切实用好捐建资金，以严
细实的工作作风，为贫困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更快更好地建设淄博美丽乡
村。”淄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庆波说。

截至目前，淄博市共收到爱心捐款423 . 69万
元，以及价值60余万元的捐助物资，已建成爱心小
路1万余条，惠及贫困群众1 . 8万余人。

建设“庭院爱心小路”

捐赠仪式举行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张兆伟 报道
本报沂源讯 端午佳节，沂源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和燕崖镇党委的工作人员一起，为燕崖镇牛郎官
庄村95岁的孤老优抚对象孙克昌祝寿。

近年来，沂源县委、县政府全面做好2 . 2万名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服务保障工作，特别是对
38名孤老优抚对象实行“兜底式”无缝隙服务，先
后为老人配备了洗衣机、床品六件套、电热壶等生
活用品，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沂源精准抚孤老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刘炳友 报道
近日，唐库文化创意产业园田园集市上，小朋友在画布上欢快地涂鸦。位于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的这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园，每到周末都

会组织不同主题的文化活动，既搞活了夜经济，又活跃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吸引了很多市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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