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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泰探索实行“一区五责”城乡网格化治理新模式

打造“红色家园”，织密群众幸福网
  □ 本 报 记 者 王洪涛 刘涛
    本报通讯员 赵 洁 林鹏

  “负责你们家的联系党员有没有经常上
门了解情况？最近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吗？”在新泰市新汶街道大河村，村党支部
书记王公安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到村民家中问
一问。
  “联系我家的党员是李玉红，她经常到
我家来，拉家常，看看煤气是不是使用正
常，有没有安全隐患等。因为我对象在外打
工，今年疫情期间，市里返乡政策只要有变
动，她都主动来解说解说，很贴心。”村民
毕研凤说。
  为了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河村

建立“总网格长—网格长、网格员—党员联
户”三级组织架构，创新实行“一区五责”
党员责任制，党组织书记包村“两委”成
员，村“两委”成员划片包党员，全村34名
党员按照居住就近原则划分为若干责任区，
每名党员联系包保8至10户村民，党员对责
任区内所包保联系户的环境卫生、疫情防
控、社会治安、矛盾调解、移风易俗等五项
工作负全责。
  “疫苗接种、核酸检测、低保办理、安
全隐患排查……”当问及平时的具体工作，
党员王传金了然于心。每一项工作，都要具
体去跟进落实，“我们是党员，也是网格
员，工作内容涵盖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了充分调动党员为群众服务积极性，

大河村每年年初都会召开党员承诺大会，签
订目标责任书；每月召开例会，对责任区工
作点评梳理，对工作情况进行汇报；每半年
组织全体党员对各个责任区进行观摩检查，
现场打分，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年底组织
群众进行集中评议，评先树优。
  “前段时间，党员牛保泉在村里巡查时
发现一根路灯杆存在老化损坏情况，随即对
全村路灯杆进行了检查，目前我们村已经赶
在雨季到来之前对全村64 根路灯杆进行了
更换。”王公安说。
  通过实行“一区五责”党员责任制，大
河村充分激发了党员荣誉感和责任感，有力
推动了村级工作的开展。“一区五责”制度
实施以来，大河村党员累计为群众解决各类

问题260余项，全村“四网”全部入地，道
路硬化率达95%，大河村先后获得“山东省
生态文明村”“泰安市最具魅力乡村”等荣
誉称号。
  “一区五责”是新泰市大力实施“红色
家园”计划，推行社会治理“网格化强基工
程”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新泰市着眼划
小网格、织密网眼，将党建、政法、公安、
民政、人社、环保、应急、市场监管、综合
执法等九个部门网格职责、人员、经费整合
成一张网，实行“九网合一、一网统筹”。
目前，新泰市共划分网格2234个，共选配总
网格长880名、网格长1199名、专兼职网格
员2754名、网格协管员2365名、“双楼长”
4995人，每个网格平均服务219户570人。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

近期，各地强化人才引育创新，从人才发展生

态、政策、平台、服务等各方面全环节发力，

营造人才宜居宜业环境，为人才融入强省建设

搭建舞台。大到厚植人才创新创业沃土，小到

为人才择业提供免费住宿，各项实招硬招，吸

引人才扎根山东、建功山东。

  （□资料来源：大众日报、
大众日报客户端）

塑优青年人才发展环境

济济南南

  济南不断塑造助力青年人发展的优势。推动中
国科学院15家院所先后落地，全市拥有国家重点实
验室5家、省实验室3家、省重点实验室103家；在
中国纳税人满意度调查中列省会和副省级城市第一
位，获评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城
市”……不断厚植创新创业沃土，科技创新实力
雄厚。
  除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还有不断加码的人才政
策。济南推出涵盖求职补贴、技能培训、产学对
接、专题招聘等全方位的“政策红包”；每年提供
1万平方米的免费场地，以及创业培训补贴、创业
担保贷款、免费创业工位，实行“专业孵化+创业
导师+天使投资”全链条扶持，对优秀项目给予资
金资助，让怀揣创业梦想的青年学子轻装上阵。

人才旅社提供贴心服务

青青岛岛

  由青岛市人社局、市南区委组织部和市南区人
社局联合主办的“才来市南”人才旅社启动。凡是
35周岁以下专科及以上首次来青就业人才，可通过
搜索“市南人才网”微信小程序，预约享受6天免
费加1天低价的住宿床位，还可按实际需求使用不
超过市场价60%、最长3个月的就业过渡床位。
  此外，人才旅社集聚整合特有资源，通过建立
人才和企业信息库，提前收集青年人才就业意向，
第一时间为青年人才提供招聘信息、就业创业指导
和求职培训等精准化服务，并为其推荐至少3个符
合本人就业意向或专业相关的就业岗位。人才旅社
同时增设帮办代办服务，开展政策推介、企业用
工、创业资本等对接服务，让青年人才“足不出
社”享受就业创业专项服务。

“平台+政策”助力创新创业

东东营营

  东营市围绕高能级产业创新平台、技术创新平
台、“双创”平台、市校合作平台、“人才飞地”
等五棵“梧桐树”引才，每个引领型平台5年内每
年给予不低于2000万元的稳定支持，着力构建体系
完备、支撑有力的人才平台体系。
  在人才配置、资金支持、项目选拔等方面探索
创新，制定了专项5条15项支持政策，支持人才创
新创业。全市每年安排不低于2000万元的人才创新
创业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取得标志性成果的青年人
才和创办科技型企业的领军人才；同时重奖科学技
术奖获得单位和人员，对国家、省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根据不同获奖类别，给予100万元到1000万元
奖励。

人才服务联盟服务“关键小事”

潍潍坊坊

  近日，潍坊市寒亭区（经济区）人才服务联盟
成立，围绕“汇聚资源、提升服务、惠及人才”，
整合区内优质服务单位，对现有人才服务内容、项
目进行拓展延伸，首批共吸纳25家优质商家、医疗
机构等，通过提供专属折扣、会员低价、专员代
（帮）办、贵宾服务等方式，向人才提供包括餐饮
住宿、商超文旅、健身娱乐、医疗健康等十大专项
全方位服务，全面提升人才工作生活的幸福感、获
得感，打造近悦远来的人才发展环境。
  此次人才服务联盟的成立，拿出了实打实的优
惠政策，进一步聚焦人才服务“关键小事”，进一
步优化人才服务流程，全面提升人才服务质量。

打造高层次人才生态圈

滨滨州州

　　滨州市坚持把博士后科研平台建设作为引进高
层次人才的重要举措，打造政策引领、平台支撑、
产才融合、服务赋能“四位一体”博士后优质生
态圈。
  滨州市先后出台一系列培育集聚博士后人才的
创新政策，将政策含金量转化为人才获得感。滨州
市对出站留滨工作并签订5年以上劳动（聘用）合
同的博士后，给予每人20万元科研经费资助。2022
年，滨州市人社部门畅通信息共享渠道，征集博士
后岗位39个，在省级、市级媒体及30余家高校广泛
发布信息，搭建产学研合作机制。全程跟踪服务，
精准聚焦企业和人才需求，打通人才招引“肠梗
阻”。博士后科研平台的搭建，为企业吸引青年高
层次科技人才提供更多机会。

  □ 本 报 记 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李绪业 范为永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让百姓的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广大农村地
区，不少独居留守老人年老体弱、行动不
便，经常面临“手里有钱但吃不上饭”和闲
时无处可去的孤独处境。
  为破解这一难题，五莲县红泥崖村去年
投资30余万元在村里新建了幸福院，75岁以
上的老人花费1元钱，就能吃上一顿热乎的
午餐，休闲娱乐也有了落脚的地方。幸福院
自去年7月初开门运营以来，老人的生活发
生了哪些新变化？解决了农村老人养老中的
哪些问题？仲夏时节，记者再次走进红泥崖
村蹲点采访。

  6月14日一大早，记者来到位于五莲大
青山脚下的红泥崖村。一轮红日从大青山上
升起，和煦的阳光为宁静的小山村披上了金
衣。整洁的柏油路直通村里，手腕粗的法桐
树分列道路两旁，透水铺装的青石板路将村
里的主干道和村民的家门相连。
  “咩……咩……”7时许，独居老人厉
保全被院子里两只山羊的叫声吵醒。他从炕
上缓缓地起身，穿上衣服迈着蹒跚的脚步走
到院子里，打算拿些草料去喂羊，满是褶皱
的双手因为多年在家务农留下了厚厚的茧。
  “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家种地，现在干不
动活了，还是离不开这庄稼地。平时我就靠
饲养些牲畜做伴，在增加些收入的同时打发
时间。”厉保全边说边用手捻起一缕缕青草
送到两只羊的嘴边，看着羊儿吃得欢，老人
的嘴角泛起微笑。
  今年77岁的厉保全精神矍铄，略显陈旧
的衣着也算整洁，花白的头发也很齐整。“衣
服是幸福院帮着洗的，头发也是幸福院里的
志愿者给剪的。现在上了年纪，这手也不太听
使唤了，做饭不方便。”厉保全说，自己不想离
开老家和子女过，外嫁的女儿对他不放心，每
隔三五天回来给他炒几个菜，能吃好几顿。
  在厉保全的家中，记者看到客厅里并没
有太多的陈设，半尺高的木架支撑的一块一
米见方的木板是他每天吃饭的餐桌，石板搭
成的案台上放着煤气灶和一口铁锅。在桌角
处，一个锃亮的三层不锈钢饭盒与屋里老旧
的陈设有些格格不入。“这是村里的幸福食
堂统一给俺们这些老年人配的饭盒，一人两
个。每顿饭只需要儿女们掏一块钱，就能吃
上一汤一菜一主食，一周都不重样，饭菜的
量很足。”厉保全笑着说道。
  在客厅一侧的储物间里，记者看到整箱
的饼干没开封。两袋已经开封的大米和面粉
的外包装上，落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有了
幸福食堂，家里的这些米面基本都用不上
了。”厉保全笑着说。
  “最喜欢吃的就是幸福食堂里包的水饺
了，皮薄馅大。一周吃一顿，太解馋了！”
厉保全说，每逢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
传统节日，幸福院里还举办粽子宴、月饼
宴、水饺宴等节日主题活动。
  对于住得离幸福食堂较远或者行动不便
的老人，幸福食堂还提供送餐服务。10时30
分，在村党支部门口的取餐点，79岁的郭公
门找到带有自己名字的饭盒后，准备提着回
家。“这几年，老伴行动不太方便没法做
饭，全靠儿子送饭吃。农忙顾不上的时候，
就是我们自己糊弄着吃。”郭公门边走
边说。
  村里有了幸福院，也解了老人在外儿女
的后顾之忧。“老人年纪大了，总觉得在老
家才踏实。我们也想过接他到城里住，但是
他总觉得在城里住无聊，而且还惦记着家里
的羊，住一天就想走。”记者拨通厉保全女
儿的手机，电话那头，她向记者细数幸福院
给老人生活带来的各种便利，“我们每天出
一元钱就能让老人吃上一顿热乎饭，一年总
共才花300 多元。白天没事的时候老人到幸
福院消遣，生活也变得丰富了。这份‘一元
午餐’虽然谈不上丰盛，但对老人来说是一
份长期的保障。”

  走出厉保全的家，沿着村里柏油路向西
北方向走去，穿过一座高架桥，步行10分
钟，便来到了红泥崖村幸福院。大理石铺成
的院子里，正对门口的是一排近40米宽的大
瓦房。屋门上分别标注着康复室、娱乐室、
心理咨询室等字样，两侧的偏房分别是幸福
食堂、洗衣室和浴室。
  上午8点多，在幸福院食堂的厨房里，
工作人员费红美和潘丽丽已经开始了一天的
忙碌。她们俩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村
里75岁以上的老人准备午餐。“今天中午给老
人做的主菜是小白菜猪肉炖粉条，凉菜做一
个拌黄瓜，主食做大米饭，咱们分头行动。”费
红美既是幸福院的管理员，也是幸福食堂的
厨师长。在开工前，她向潘丽丽简单交代后，
二人便系上围裙戴上卫生帽忙活起来。
  正当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在另
一旁的棋牌室里，三台风扇马力全开，一场
“楚汉之争”正在上演，观战的老人自然分
成两拨，围坐在棋桌周边，七嘴八舌地支
招，“棋”乐融融。最近，75岁的郭公仁培
养了一个新的爱好，就是下象棋。每天9点
多钟，他就会准时到幸福院里“杀”一盘。
  “没啥事就来下棋打牌，既打发了时
间，又锻炼了头脑，还能跟老少爷们一起拉
拉家常，可比以前没事就窝在家里没地方去
强多了。”郭公仁告诉记者，村里的老年人
以前穷苦日子过习惯了，家里有电视不舍得
看，甚至连风扇都不舍得开，日常的消遣就
是在树荫下乘凉，有时候一坐就是一天。
  “现在好了，下棋玩累了，我就到康复
室里活动活动身体，还能到休息室里躺一会
儿，吃完午饭，下午接着玩。晚上再去村口
的广场上扭扭秧歌，看看文艺演出，每天都
过得很充实。”郭公仁说。
  10点多，热气腾腾的菜肴和米饭出锅
了，饭菜的香气在厨房里弥漫。在餐厅里，
陆续有老人来到餐桌前就座，闲空里还热烈
讨论着刚刚没下完的棋局。这时，潘丽丽用
不锈钢餐盘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了老人
面前，老人们颤巍巍的双手接过筷子，开始
享用这份暖心的午餐。
  照顾完老人用餐，费红美和潘丽丽将老
人用过的餐具和厨房的卫生收拾妥当后，径
直走到洗衣间。屋子里，两台洗衣机正在高
速运转。“老人平时换下来的脏衣服和床单
被罩都可以拿到这里清洗，幸福院里还有浴
室，家里没有洗浴设施的老人可以在儿女的
陪伴下来免费洗澡，每个月还有志愿者来为
老人义务理发。”费红美介绍。
  村里有了幸福院，让村里的老人有了活
动场所，今年67岁的陈淑芬还当起了村里老
年秧歌队的队长。每当傍晚，她就拉着半人
高的音响来到村前的广场组织老年人扭秧

歌，到了传统佳节就组织老人和妇女到幸福
院里开展文艺演出。“俺一个老太太也不会
打牌下棋。过去闲着的时候就在家里窝着，
天黑就关门睡觉。现在村里成立了秧歌队，
让我来组织活动，能给乡亲们作点贡献，带
来欢乐挺有意义。”陈淑芬笑着说。

  红泥崖村“两委”干部陈维金是义务送
餐员，每天上午10点20分他会准时驾驶一辆
电动三轮车来到幸福食堂，为村里路途较远
或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
  在送餐的路上，说起建设幸福院并设立
幸福食堂的初衷，陈维金深有感触：“老年
人尤其是独居的老人，往往做不了饭或者不
愿做饭，单靠送钱送物解决不了一日三餐。
逢年过节给老人送去的慰问品，等过段时间
我们入户走访时，发现东西还原封不动在那
里。村里以前没有室内娱乐场所，老人的精
神生活也很匮乏。”
  解决贫困老人的生活难题，成了决胜脱
贫攻坚的关键环节。2016年，村党支部书记
张守英从一次企业家的爱心捐赠中得到了
启发。
  “当时，日照的爱心企业家牟宗莉打算
捐赠善款2400元帮扶贫困户郭公正父子，但
郭公正当时已是近80岁高龄，50多岁的儿子
身体残疾，相依为命的父子二人没有劳动能
力，有钱也吃不上热乎饭。”张守英回忆说。
  百般思索后，张守英和牟宗莉想到了让
这笔善款“拐个弯”。把钱交给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邻居陈淑芳，由她担任护理员来照顾
这父子二人的饮食，负责家里卫生的清扫。
  该方式试行两个月，效果立竿见影。不
但父子二人吃上了热乎饭、穿上了干净衣，
而且陈淑芳也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这便是

“互助养老”的雏形。
  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张守英和村干部
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这种“家家点火、户户
冒烟”的分散供养方式存在人力资源浪费、服
务效率低的短板，不适合大面积推广。
  于是，村里决定投资4万多元，把原来仅
有150平米的村级幸福院改建成互助养老服
务站，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供一份护理
员的工作，对村里的贫困老人实行集中照料。
后来，这一创新做法在日照市推广，并被广泛
应用于全省乃至全国的脱贫攻坚行动中。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推进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新时期，农村老人面临的养老形势
依然严峻。如何让全村老人“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成为首要解
决的问题。
  张守英告诉记者，当前村里人口老龄化
比较严重。“全村1537口人中，60岁以上的
有469人，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每年净增
约20人。649名常住人口中，有450人年龄超
过60岁，其中75岁以上的140多人。村集体
的收入毕竟有限，单凭村集体的力量，难以
解决全村老人的吃饭难题。”
  一筹莫展之际，五莲县探索推广的“幸
福院+幸福食堂”巩固放大“互助养老”成
果的方式，给红泥崖村带来了希望。乘着政
策的东风，摘掉“穷帽子”的红泥崖村决定
按照每人每餐5元的标准为全村75岁以上老
人提供午餐。
  “县乡财政为每位老人每顿饭支持3元，
村集体再补贴1元，剩下1元由老人的子女承
担，让幸福食堂的日常运营有了有稳定的资
金来源。目前，每天在幸福食堂用餐的老人达
80多人，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张守英介绍。
  傍晚时分，落日的余晖映红了红泥崖村
的山水。在村口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上，
音乐声响起，85岁的郭公正老人随着节奏扭
起了大秧歌。“多亏了党的政策好，俺们往
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哩。”郭公正笑着说道。

75岁以上老人午饭只花1块钱，至少一菜一汤一主食；吃完饭，还能和乡里乡亲聊天下棋扭秧歌

大青山下红泥崖

多方发力让幸福“升温”
  □ 本报记者 栗晟皓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富了村集体经济，
鼓了百姓腰包。但是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
还有很多现实的养老问题需要解决。红泥崖
村党支部书记张守英告诉记者，老年人多年
来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短时间内难以改
变，政府发到手中的钱物不舍得花、不舍得
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理能力变弱，
生活处境改善难，这在广大农村地区是普遍
面临的难题。
  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难题，
还需从制度层面入手，多方发力方能事半
功倍。五莲县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动员各
村量力而行、因村制宜。在实施农村养老

的过程中，财政资金实行精准投放，利用
财政资金撬动村集体和群众共同参与到养
老事业当中，采取“大钱办大事、小钱办
小事、没钱办好事”方式，先从农村老人
最迫切需要的一顿饭入手，打造“老有善
养”养老品牌。对于经济实力强的村可以
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降低老年人就餐的
年龄门槛，提升用餐标准，增加每日的用
餐次数等。通过农村幸福院的建设，同步
解决安土重迁的老人平日在家无处去的孤
独处境，给老人提供一个日常落脚和与人
交流的场所，对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指数大
有裨益。五莲县通过此举，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目前，五莲县幸福食堂覆盖率
已达到96%。

  红泥崖村幸福院的幸福食堂里，工作人员为老人送上午餐。（□记者 栗晟皓 报道）

老人一元吃午餐

  “最喜欢吃食堂包的水
饺，太解馋了”

幸福院里乐事多

  “能下棋打牌扭秧歌，
比窝在家里强多了”

财政支持，村集体补贴

“俺们往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