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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胶州讯 (通讯员辛洁)日
前，笔者在胶州市李哥庄镇矫戈
庄村王忠梅家里看到，滚热的炕
头上像开会一样坐满了人，五六
个农村妇女围坐在一大堆半成品
玩具周围，一边拉着家常一边飞
针走线，其乐融融。据王忠梅介
绍，给这些半成品玩具绣图案，
她一天最少能绣 100 个，按每个 3
毛钱计算，一天轻轻松松就有 30
元进账，而且家里的活儿一点也
不耽误。

在矫戈庄村，像王忠梅一样

靠手工活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的
妇女大约有近百人，家里、地里
的活儿两不误，空闲时间就能挣
钱，多的一月能挣上千元，少的
也有五六百元。老百姓对这样的
手工活儿总结出一句话：不出门
儿，不出院儿，一天能挣几十块儿！

庄稼院的活儿多半只是春秋
两季忙，农民大部分闲暇时间都
是虚度光阴。如今，有了手工活
计，不少农村妇女成了家里的顶
梁柱，婆媳间算计的是一天能赚
多少钱，邻里间谈论的是如何提

高技术，夫妻间奔的是日子越过
越甜，家庭关系和谐了，乡俗村
风转变了。 61 岁的袁福花老人是
胶西镇小行村的一个普通农妇，
以前依靠种菜挣点微薄收入，而
今跟着儿媳妇一起加工手套，不
但手里头更加活泛了，婆媳关系
也越来越融洽。

近年来，胶州市农村从事手
工制品加工的妇女队伍日益壮
大，这种被比作“炕头经济”的
手工制品加工，既发挥了妇女的
特长，又对实现家庭就业收入、

提高妇女地位起到了巨大作用。
除了服装鞋帽企业外，一些饰
品、电子企业也对这一合作模式
表现出极大兴趣，各镇村在农民
和企业间牵线搭桥，让“炕头经
济”迅速发展，越烧越热。目
前，该市已经涌现出一大批特色
村庄和专业农户，小行村手套加
工、张应纺织村、李哥庄帽子村、首
饰村、胶东口罩村等规模不断扩
大，全市从事家庭生产的农户达
到 3 万多户，年产值达到 15 亿
元，每户年增加收入 1.5 万元。

我叫刘金生，是乐陵市胡
家街道办事处李达子村村民，
今年 62 岁，患有心脏病，经
常吃药打针，还动不动就住
院。 5 年来，我切身感受到医
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给农民带来
的便利。

5 年前，看病得去镇上或
城里，花费高不说，往返还需要
两三个小时。如今，标准化卫生
室就建在家门口，溜达着就能
到了。小病不出村，住院能报
销，咱农民看病不再难了！

2 0 0 6 年 1 月的一个晚
上，我心脏病突犯，当时镇卫
生院医疗条件达不到，所以只
能去乐陵市医院。在那儿我住
了 10 来天，花了 4000 多元

钱。之后，我又犯了一次病，
住院花了 5700 元。那年我住
院加吃药总共花去 1 万多元，
这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个不
小的负担。我心想，不能因为
我的病拖累了孩子，从那以
后，我犯病时能忍则忍，能不
去医院就不去医院。其实，那
时农民大都是这个样子，“小
病扛，大病拖。”说实话，农
民得病不是不想看，但一考虑
到住院的高额费用就发怵，不
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去医院。

2007 年春，村委会号召
村民加入新农合，说实话，我
当时还真有些信不过，但寻思
着自己经常犯病，最后还是入
上了，结果当年就尝到了甜

头。那年 11 月，我的心脏病
又犯了， 120 救护车把我拉到
医院，经过抢救，我很快脱离
了生命危险。一位医生后来对
我说，再晚来一步我就没命
了。那次住院近半个月，花了
6000 多元钱。让我没想到的
是，新农合办公室竟给我报销
了近 2000 元。

之后，我又住了几次院，
报销比例不断增加。我大概计
算了一下，近几年来，我先后
住院 8 次，花费近 5 万元，新农
合报销了 2 万多元，为家里减
轻了不少负担。不仅俺一个，看
电视上说，2010 年乐陵市有 45
万农民受益新农合，报销补偿
达 5400 万元，其中有 400 余

人住院报销补偿超万元。
2008 年，村里又建起了

标准化卫生室，药品都是统一
采购，统一价格，医药费用大
大降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优质价廉的医疗服务，再
也没有人喊看病难、看病贵了。

现在，农民小病不出村，
大病到乡镇，重病上医院，住
院不但能报销，而且报销补偿
范围和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听
说到今年门诊医药费报销能达
到 40%，基层卫生院住院报销
比例将达 70%，以后，俺们农民
有病再也不用拖不用扛了。

刘金生 口述
本报通讯员 刘敏 冯艳

整理

不出门儿不出院儿 一天能挣几十块儿

胶州农村妇女巧手激活“炕头经济”

近日，平度市麻兰镇组织镇机关干部采取户户到的方式，
开展冬季进村入户大走访活动。根据群众的意见建议，对工作
不断加以改进完善，对生活困难家庭及时实施救助。这是该镇
连续第三年进行走访活动。通过走访，为 310 户群众办理了农
村低保。同时，机关干部捐款 21000 多元，购买米面油等生活
用品，救助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和生活困难家庭 171 户，机关干
部与农户结成帮扶对子 120 对。图为该镇机关干部(左)在西店
后村走访群众。 (孙京信 李永强 摄)

带着感情户户到

咱农民看病不再难了

在金乡县鸡黍镇刘楼村提
起老党员王振贤，全村人对其
无不大加赞赏。

今年 61 岁的王振贤，近
几年，靠着自己的勤劳能干和
诚信为本的经商理念，经营起
一家集大蒜、果品、蔬菜购
销、冷藏、加工为一体的企
业，走上了一条发家致富之
路。

致富之后的王振贤不忘乡
亲。村民刘大爷说：“振贤这
个人就是热心，虽然不经常在
家，但是始终想着村里的老少
爷们，这不，前两天又帮我们
这些老人缴了参合费。”在

2011 年度的新农合费收缴过
程中，王振贤自掏腰包 6000
元，为全村 60 岁以上的老人
上缴了新农合参保费。

村民历数着王振贤为全村
做的一件件好事： 2 0 1 0 年
初，知道村里的部分路灯坏
了，他主动拿出 8000 元交到
村干部手中，用于路灯维修
以及路灯照明电费的上缴；
他还主动出资 5000 元，帮助
村秧歌队购买乐器、演出服装
等道具，丰富了全村人的文化
生活······

本报通讯员 刘雪华 杜
冬菊

老党员王振贤

2010 年 12 月 30 日， 24 岁的杨祯祯正在咨询青岛三诚公司工作人员有关
出国劳务事宜。泗水是外派劳务大县，为进一步规范劳务资源，该县于 2010

年 12 月初成立泗水县外派劳务服务中心，为劳务人员推荐外派企业，为外派
企业提供劳务人员平台。据了解， 2010 年该县外派劳务达 2000 人，挣回外汇
2 亿元。 (包庆淼 徐斌 栾庆林 摄)

2010 年 12 月 31 日，沾化县冯家镇庄科村 74 岁的老党员
宋子英，在村办公室认真填写村支两委班子和干部民主测评
票。冯家镇党委为全面了解 44 个行政村的近 300 名村支“两
委”干部一年来的工作情况，自 2010 年 12 月 28 日起，组织 5

个考核小组，对全镇村“两委”班子和干部，采用无记名投票
和单独座谈的方式进行民主测评。

(单金强 张学福 摄)

本报惠民讯 (通讯员王美健 方方)“我
和老伴儿都领到钱了，以后能为家庭减轻些负
担。”惠民县孙武街道办事处大朱村 62 岁的
尹书杰笑得合不拢嘴。 2010 年 12 月 29 日，
惠民县国家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启动仪式举行，全县将有 10 万名 60 周岁以上
老人每月领取 55 元基础养老金。

惠民县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试点县。自 2010 年 10 月份，全县有
近 10 万名 60 周岁以上参保对象每月领取 55
元基础养老金，有 12 万名 45 周岁以上参保对
象将适时参保。启动仪式上，已有部分老人领
取到三个月 165 元的基础养老金，春节前 10
万名老人享受的基础养老金将发放到位。

被确定为国家级“新农保”试点县

惠民 10 万名老人喜领养老金

本报威海讯 (通讯员丛广)连日来，笔者
在威海工业新区草庙子镇看到，虽正值寒冬之
时，但村民兴修水利的热潮丝毫不减，在该镇
南部的基本农田聚集区， 4 台挖掘机正在紧张
地作业。据介绍，该水利灌溉项目投资 15 万
元，全部由村民共同出资建设，建成后将解决
周边 80 余亩农田“吃水”问题。

为引导全镇农民以各种形式兴建股份水
利，该镇每年都要拿出 50 万的专项资金，用
于扶持农民共同出资兴建水利灌溉工程。贾家
庄村是草庙子镇众多偏远村之一，集体经济势
力比较薄弱，过去，村民们只能靠天吃饭。
2007 底，村民们自发地筹资 70 多万元，加上
镇上的财力支持，先后修建了 10 处小型节水
浇灌工程和 3 个蓄水方塘，为村民们发展现代
农业吃上了“定心丸”。一年时间里，村里新增特
色农业项目 23 个，直接增收 60 万元。贾家庄村
的做法，很快吸引了周边众多村的学习仿效。

目前，全镇已建起了各类股份水利工程
240 多个，股份水覆盖全镇耕地的 45% 以上，
成为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一道重要的保障线。

政府扶持 村民入股

草庙子镇“股份水”解渴

本报鱼台讯 (通讯员乔
志宇 邵波 赵磊)“多亏民政
月月发给俺救助金，要不俺哪有
钱买新棉鞋呀！”日前，鱼台县罗
屯乡赵楼村老汉李兴元，从集上
买了双新棉鞋赶到家，给老母亲
换上。“还是新棉鞋暖和呀！”老
太太高兴地说，“直暖和到人心
里来！”

李兴元今年 61 岁，妻子
双目失明，劳动能力有限，家
庭经济条件较差。“政府给俺
全家三口人都办了低保，月月
朝俺卡里打 195 块钱，一年能

领 2000 多呢！”
近年来，鱼台县认真落实

减负惠农各项政策，扎实做好
补贴资金发放工作。该县实行
补贴资金专款专户管理，采取

“一卡通”的方式直接发放给农
户；严格审核办理各种补贴的
原始资料，并张榜公示接受群
众监督。2010 年以来，该县已
向 农 民 发 放 各 类 补 贴 资 金
8730 余万元，包括粮食直补、
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村低保
补助、五保户补助等多个方面，
惠及全县 41 万农民群众。

8730 万元惠及 41 万群众

鱼台惠农补贴暖民心

本报蒙阴讯 (通讯员宋国栋 杨振华)岁
末年初，正是大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回家过节
的时候，然而在蒙阴县，大量务工人员却是一
批批地往外走。 2010 年 12 月 27 日，又有 50
名务工人员在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统一组织
下即将到东营胜采采油厂务工。

据了解， 2010 年 12 月份以来，蒙阴县已
有 200 多名务工人员走了出去。春节以前，还
将有近 500 名务工人员在县劳动部门的组织
下陆续到外地务工。近年来，蒙阴县在劳务
输出工作中利用“时间差”，打好反季节劳
务输出牌。该县加强与各用工单位的对接，
抢占全国节日劳务市场的“黄金时段”，每
年元旦和春节前都有近千名务工人员避开春
节后竞争激烈的劳务市场，顺利地找到了自
己满意的工作岗位。

蒙阴劳务输出巧打
“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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