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3月3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王彤彤 徐超超

总编室传真:(0531)85193500 Email:dbbjzx@126 .com4
  □记 者 贺莹莹
   通讯员 张 娜
       万传泽 报道
  本报德州讯 记者今天获悉，
德州将率先在全省开展扩大农村劳
动力就业集成改革试点，紧紧围绕
民生导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推动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在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方面进
行系统性、集成性、先行性探索。
  据德州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
主任、改革办副主任刘荣青介绍，
2022年德州将在公益性岗位开发、
基层就业服务体系等方面推出一批
重大改革措施。设立公共管理、公
共服务、社会事业、设施维护、社
会治理“五大类”公益性岗位，积
极消纳农村剩余劳动力，2022年全
市开发公益性岗位2 . 53万个，市级
安排专项补助资金2200万元。统一
编制农村劳动力培训总体计划，每
年开展培训2万人次以上，今年计
划开设1 9个班次，培训2万人次
以上。
  重点实施“强镇固基三年行动
计划”，推进“双镇百村”建设，
提升乡镇镇域实力，增强聚集功
能。实施村级集体经济“五年倍
增”计划，开展“百企结百村”活
动，每个县（市、区）选择不少于
10家与农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农
业产业龙头企业、劳动密集型企
业、劳务派遣企业与至少1个农村区
域党建联合体结对共建。
  设立人才入乡返乡创业扶持资
金，支持退休人员、企业技能人
员、外出经商人员、退役军人、高
校毕业生等“五类人员”回乡创业
带动就业，每年落实返乡人员创业
担保贷款1亿元。鼓励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
就业服务，2022年每个县（市、
区）选取2个乡镇开展“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试点。强化创
业带动就业信贷支持，加大农村小额贷款投放力度。创新建
立农村劳动力统计监测评价体系。建立农村劳动力状况统计
指标体系、就业监测体系、评价考核体系，对收入水平、就
业结构、未就业和未充分就业数量等内容进行日常监测和筛
查预警。另据德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廷国介绍，市委组织
部今年将在推进农村区域党建联合体提质增效、激励“五类
人员”返乡创业带就业、深入实施村级集体经济“五年倍
增”计划、扎实推进“百企结百村”行动、鼓励村党组织领
办劳务合作社、精准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建立健全考核激
励制度等方面持续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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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小屋”装满爱

  □ 本 报 记 者 刘一颖
    本报通讯员 张 淼

  “我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小秘密，希望有
一个自己的房间。”日照市五莲县松柏镇前
长城岭村14岁的小娜说。
  “妈妈，我从没见过你。你知道吗，我
有好多话想和你说。”临沂市河东区相公街
道东朱团村12岁的小栋说。
  ……
  孩子们的心声，被听见、被关注。聚焦
无独立居住和学习环境的8至14岁困境儿
童，“希望小屋”儿童关爱项目如春风一
般，拂过齐鲁大地。截至目前，我省已建在
建希望小屋16094间，惠及困境儿童1 . 6万多
名，累计募资超过2 . 2亿元。
  2020年6月，山东共青团启动这一民生
项目：一间干净整洁的“希望小屋”，爱心
志愿者结对陪伴，实现了孩子们深埋心底的
愿望，播种下希望的种子，探索新时代“希
望工程”新路径。这一民生之举背后，还有
更多温暖故事。

“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成真了

  “请进，这是我的房间。”前长城岭村
14岁的小娜推开房门。
  这是一个粉色的梦幻空间：浅粉色的墙
壁上，贴着中国地图、山东地图；柔软的床
铺上，铺着粉色花朵的床单；崭新的书桌
上，整齐地摆放着书本，桌角一盆小小的仙
人掌碧绿鲜亮。小娜说，这个屋子以前堆满
杂物，地面坑坑洼洼，墙皮也都剥落了。
“但是，叔叔阿姨们真厉害，让这里焕然一
新。”
  小娜家原本幸福快乐，几年前，父亲意
外致残，母亲离家至今未归，她一夜长大。
在政策的帮助下，父女俩的生活渐渐有了起
色。她最盼望的就是有自己独立的小房间，
收拾得干干净净，放上自己喜欢的物品。如
今，在五莲团县委和县义工联合会的帮助
下，“之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成真了。
  “希望小屋”，质量是首位。五莲县以
低山丘陵为主，房屋基础相对薄弱。“我们
按照‘一屋一策’的制度，严把小屋建设质
量关。以前对装修着实不懂，为了保证小屋
安全实用，在研究建设中，也快成了半个行
家。”团县委学少部部长丁洁举例说，选择
纤维装饰板，不选刮腻子，是为了加固支

撑；用大理石地板，不用木地板，这样耐磨
防潮效果更好。在基建施工环节，扎实调
研、实地考察施工单位，选定具有二级装饰
施工资质的公司进行设计施工，同时聘请第
三方全程质量监督，确保施工过程符合
要求。
  “当然，孩子们的心思最重要，他们是
设计的主导者。”团县委书记刘畅说，经过
多方努力，孩子们画在图上的房间，稳稳地
落在地上。经过甲醛、线路安全等多轮验
收，小屋质量完全达标后，迎来了它们的小
主人。

小屋焕新，精神焕彩

  “妈妈，今天尤妈妈又来家里辅导我们
写作业了。她英语说得真好，和老师一样
好。”东朱团村的小栋、小蓉是一对龙凤
胎，自小父亲过世，母亲离家出走，他们和
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小栋有给妈妈写信的习
惯，他笔下的尤妈妈是临沂市河东区税务局
纳税服务中心副主任尤红梅。
  为小栋、小蓉各自建好“希望小屋”
后，河东团区委为姐弟俩配备结对爱心志愿
者尤妈妈。除了每周辅导作业、培养他们良
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尤妈妈还与当地团委
老师带他们“感知城市”。“我们去了省会
济南，那是我第一次坐高铁。我们参观了动
物园、科技馆、博物馆，吃到当地的小吃，
比如油旋。”小栋说，我从来都没那么开心
过，外面的世界真美、真大。
  做好“希望小屋”的后半篇文章，河东
团区委为每户孩子配备1名爱心志愿者，开
展课业辅导等常态化志愿服务活动。团区委
书记周志鹏说，每个孩子都有做梦的权利，
帮助他们实现梦想，也是我们工作应有之
义。结合受助孩子“到城里看一看”的愿
望，组织192名受助儿童参加“感知城市”
活动，帮助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小屋焕新，精神焕彩。截至目前，项目
已累计结对志愿者3万余名，与受助儿童进
行“一对一”“多对一”的结对帮扶。结合
当前防疫要求，开展线上线下儿童关爱帮扶
活动，组织青年志愿者为孩子们普及防疫知
识，赠送医用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学习
辅导、爱好交流、心理抚慰、亲情陪伴等线
上帮扶活动正有序进行。目前，济南、青
岛、淄博等开展线上志愿帮扶活动110次，
惠及3700名儿童。

一间小屋，凝聚社会爱心

  “001”，对山东故乡牧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战泽业来说有特殊意义。30年前，一张

编号“001”的希望工程“结对救助卡”交
到了他的手上，他成为德州市宁津县第一个
“希望工程”受助学生。自此，“希望工
程”的暖阳陪伴他度过求学生涯。
  “当我知道山东‘希望工程’推出转型
升级项目——— ‘希望小屋’时，我第一时间
联系宁津团县委，表示想积极参与。”战泽
业说，“如今我有能力回馈社会，一定要把
‘希望工程’给我的这份爱传递下去！”在
战泽业的帮助下，德州市宁津县的小婕成为
当地第1个拥有“希望小屋”的孩子。
  这间同样编号为“001”的“希望小
屋”，让战泽业回报社会的心更加坚定，
“1是开始，是希望。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人
参与其中，也期待受助者长大以后，反哺社
会，让关爱和希望生生不息。”后续，战泽
业又捐建了2间“希望小屋”。
  “3年建起1万间希望小屋。”这是项目
之初定下的目标。1间希望小屋建设成本约
1 . 2万元，1万间就是1 . 2亿元。去哪里撬动
资金？团省委在采取省级统筹、本地筹建和
省内对口共建方式基础上，开辟了一条新路
径：紧跟互联网公益蓬勃发展新趋势，依托
“互联网+公益”模式，与“腾讯公益”
“支付宝公益”“新浪微公益”等互联网平
台深度合作并定期进行财务披露。
  2020年“99公益日”线上募资3280余万
元、2021年“520公益季”线上募资3547万余
元、2021年“99公益日”线上募资5070余万
元……一场场爱心接力推动“人人公益”，
全省1200多万人次以不同方式参与或支持小
屋项目，“希望小屋”承载的温暖与希望愈

发浓烈。去年，团省委在充分调研、摸排基
础上，将建设目标扩大为“3年2万间”。
  为进一步深化“互联网+公益”模式，
“希望小屋”小程序今年开发上线，从而畅
通社会参与公益的线上渠道。据了解，线
上，以“希望小屋”项目为切入点，全方位
链接帮扶对象、公益项目、爱心捐方和社会
组织，推动实现透明化信息互动、社会化需
求汇聚、精准化帮扶资助和标准化项目运
作。线下，聚合团属资源，延伸服务触角，
将线上结对帮扶转化为日常关爱行动，为困
境儿童提供学业资助、关爱守护、心理咨询、
法律援助等服务。此外，还将对已合作的170
家社会组织开展评估甄选和培育赋能，择优
孵化推广优质公益项目，构建“共青团+基金
会+社会组织”全链条服务困境青少年格局。
  “希望小屋”还走出去了，团省委向我
省对口支援地区西藏日喀则市、青海海北州
两地捐赠200万元资金物资，帮助140多名藏
族、回族、土族、蒙古族等困境儿童住进了
属于自己的新房间。今年，团省委将为沿黄
省区及我省黄河滩区困境儿童援建“希望小
屋”1000间，还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打造“海外版希望小屋”。
  团省委书记刘天东说，“希望小屋”项
目是山东共青团关爱困境儿童成长的民心工
程和凝聚社会爱心的公益品牌，通过小屋项
目持续培育、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同步深
度链接教育、民政、医疗等各类资源，进一
步拓展项目帮扶内涵，形成团组织联动、团
内外互动的共青团公益事业链，实效服务乡
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

从把树“种活”到把树“种美”

两代护林员 同守一片林

  □ 本 报 记 者 王佳声 杨淑栋
    本报通讯员 曹 钢

  临近清明，森林防火进入关键期。原山
林场护林员张义清心里的弦绷得更紧了。
  早上天刚擦亮，张义清就整理好自己的
工具包和干粮袋，骑着摩托车赶到距离城区
20公里外的原山林场樵岭前营林区杏树峪大
顶护林点。林场一共有21个护林点，这里是
海拔最高的一个。
  虽已是春日，可高高的山岭上，温度
也要比城区低好几度，张义清拢了拢衣
襟，提上工具包往林子里走。“守林子就

像看护自己的孩子一样，陪伴着他们一天
天长大。当年这些树刚栽上的时候，只有
手指头般粗细。”张义清抚摸着一棵碗口
粗的松树说，小树苗好不容易变成大树，
他深感责任重大。“眼下，防火是最重要
的任务。”张义清的望远镜和对讲机时刻
不离手。
  每年七个月的防火期，不管刮风下雨老
张都得在山上巡逻、瞭望。当了40多年护林
员，每天步行巡山路程达十几公里，张义清
在淄博市博山区生活了大半辈子，哪条街道
最热闹他不知道，但是林区外围哪些坟主什
么时间上山祭祀，一旦发生火情哪条路可以
最快到达火场他都门儿清。
  张义清是一名“林二代”。“为了让荒
山绿起来，父辈们种了一辈子树，当年他们
带着锄镰锨镐等最简陋的工具在石缝中凿坑
种树，从悬崖上取水滴灌。为了把背上山的
每一棵树苗种活，其难度不亚于‘拉扯’一

个孩子。”张义清说相比第一代原山人的把
树“种活”，他们要通过科学的规划、设计
和调度，把树“种美”，种成艺术品。就林
场范围内而言，经过原山人60 多年一茬接
着一茬干的接续奋斗，已经几乎没有可种植
的荒山荒地。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加强森林抚
育，使森林郁闭度等保持在合理区间，不断
提升林相质量。
  在原山林场石炭坞营林区，绿水青山间
的如月湖波光潋滟，岸边的垂柳随风摆动。
记者在这里看到，工人正在对道路两侧的樱
花、白皮松、银杏、碧桃等大规格苗木进行
开穴、培土、灌溉，通过越冬后的及时管
理，确保苗木生长良好。除了不断引进外面
的珍稀树种，林场还建立了山东省良木种苗
中心原山繁育基地，培育的苗木一方面用于
林场内的补植绿化和树种改良，更多的则是
应用到像猪龙河下游综合整治工程这样的绿
化项目中。

  今天的原山林场，成为“中国最美森林
氧吧”、全国自然教育学校、全国森林文化
传播基地，被当地人称作“淄博绿肺”。据
测算，原山林场每年可吸收1万余吨二氧化
碳，释放6000余吨氧气，吸滞6万余吨灰
尘，森林生态系统固碳量2828 . 63吨/年，调
节水量476 . 48万吨/年，对维持区域生态、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
作用。
  “今年我就要退休了，得站好最后一班
岗，把这片林子妥妥帖帖地交到年轻人手
里。”像张义清这样常年坚守在一线的护林
员、防火员，在原山林场有上百人。从老一
辈的绿化荒山荒坡，到现在的积极参与城市
园林绿化、废旧矿山修复、生态综合治理和
山地公园建设，虽然原山人的具体工作变
了，但是他们绿化环境、传播生态文明的初
心和使命不曾改变。

“希望”传承在人心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提供新助力、播种新希望。这是新时代
希望工程的使命。“希望工程”助力孩子实现
读书梦，下一步，发力点在哪里？山东共青团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希望小屋”儿童关爱
项目。

  在蹲点采访中，得知这一项目雏形是济
宁市泗水县微公益协会发起的“温暖小
屋”项目。“以前服务孩子，是协会有什
么，我们志愿者就提供什么。随着对孩子
们的了解越深入，我们转变了思路——— 孩
子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应该努力满足什
么。”泗水县微公益协会会长孙建涛说，
在走访调查过程中，发现困境儿童特别渴

望有一间“自己的小屋”。项目启动不久
后，得到团省委大力支持，全面提升，增
加成长陪伴等志愿服务，并在全省推广落
地，帮助困境儿童“小屋焕新”“精神焕
彩”。
  “我心里的愿望，没说过。他们怎么知
道的，还帮我实现了。”9岁受助儿童的这
句话让人心头一酸又暖。真正站在孩子们的
立场，根据孩子们的真实需求，提供志愿服
务内容，让这项民生工作务实有用。一间间
小屋背后，是汇自四面八方的合力。项目资
金主要来自省内，1200多万人次献出爱心，
一波接一波，共同助力困境儿童成长。
  在这个春天里，让爱心成长，让“希
望”传承。

山东首单知识产权

证券化系列产品发行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姜乾 王大鹏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日前，“业达智融-烟台开发区知识产权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项目储
架规模10亿元，首期发行规模1 . 32亿元，惠及烟台开发区12
家高新技术企业，最低利率3 . 8%，同步还储备10余家企业作
为储架发行2期意向客户。
  本期产品增信机构为烟台业达经发集团，原始权益人为
烟台业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这是山东省首单知识产权证券
化的系列产品，标志着以储架发行模式将知识产权证券化已
成为烟台开发区的常态化业务。
  据了解，该产品今年1月取得上交所无异议函，3月成功
发行“业达智融-烟台开发区知识产权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总计储架10亿元知识产权ABS。其中，本次首期发行
的产品分为优先A档、优先B档、次级等三个层次，发行规
模分别为4000万元、8500万元、700万元。通过这一创新产
品，业达融资租赁成功帮助一诺电子、创锐激光等12家中小
科技型企业突破自身信用局限，从资本市场上获得“真金白
银”的低成本债权性融资。

“信贷直通车”

缓解农民融资难
  □记者 李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3月29日，莱西市怡禾家庭农场农场主王
志涛几天前申请的200万贷款到账。春耕备耕，王志涛看着
1200亩的小麦玉米，因为资金短缺犯了难。3月22日，王志
涛在姜山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带领下来到信贷直通车流
动办理站了解具体政策之后，扫描“新农直通车”二维码
直接线上申请贷款。青岛农担公司与青岛农商银行接到申
请后立即响应，两个工作日内为他完成了200万元贷款在线
审批。
  青岛市农业农村局今年主推“信贷直通车”服务，重点
支持10万-300万元额度的适度规模经营贷款需求。青岛市建
立“1166”常态化工作机制，由农业农村局牵头，农担公司
承办，农业银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等6家银行重点支撑，在
重点服务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
上，逐步覆盖高素质农民、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企业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6类农业经营主体。同时，创新限时办结
制度提高审批效率，建立100个信贷直通车流动办理站提高下
沉服务，将“信贷直通车”的便利性发挥到最大。
  据了解，青岛市今年聚焦常态化推进“信贷直通车”服
务，出台十条措施，建立工作机制、降低融资成本、优化信
贷服务，力争新增授信金额突破1亿元，总额突破2亿元，预
计可为农业经营主体节约融资成本100余万元。

泰安创新“自证”勘验模式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徐卓群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杨先生申请办理对外劳务合作经营
资格许可，根据程序，审批机关需要对公司进行现场勘验。
但因疫情，公司3名专业管理人员在外地，不能参加现场勘
验。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启动市县联动机制，通过“线上
申报+委托勘验+远程‘自证’”，委托肥城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配合完成勘验任务。
  工作人员电话指导企业线上提交申请资料，线上预审提
出修改意见。肥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现场勘验企业
办公场所、规章制度、设施设备等，并及时回传图片、视频
等影像资料。对不能到现场的3名专业管理人员，创新推出
“自证”审核，通过视频连线让3人对本人的身份信息、工
作经历、任职情况等作出承诺，确保符合条件。

科技助春耕

  □记 者 卢 鹏
   通讯员 赵玉国 报道
  近日，聊城市茌平区杨官屯乡大谢
村，丰信农业服务连锁有限公司飞防人
员，操控植保无人机开展小麦农药喷洒
作业，助力夏粮丰产丰收。
  当前正是小麦纹枯病、茎基腐病等
高发期，茌平区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生产
托管服务单位进行统一飞防，起到了防
治高效、减药的良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