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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桓台讯 ( 通讯员
田耀 李妍嫣) 日前，桓台县马桥
镇小王村通过积极协调，自筹资金
对村里路面进行整修，此举将大
大方便村民出行。

日前，笔者在小王村一条东
西走向的村路上看到：搅拌机、
振动机、磨光机紧张忙碌，村民
们有的在平整路面，有的在整理

护坡。
“这条路以前是砂石路，由

于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下雪，路
面泥泞不堪，出行不方便，村民
们反映强烈。今年村里结合正在
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将修路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
抓，得到全体村民响应。”村委
会主任伊善强介绍。

修路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资金
难题。马桥镇党委、政府了解情况
后，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给予该村大
力支持。据了解，小王村自己筹措
资金11万元，承担路基挖掘、护坡
整理等工作，并借助相关部门的帮
助，实现道路顺利开工。目前，该
村同时开工建设的有两条村路，总
长700米。虽然工程已经承包给施

工队，村民们还是自发来到施工现
场帮忙，工程进展非常顺利。

“截至目前，已 经 完 成 了
9 0 % 以上的工程量，很快便能全
部完工，届时村里所有村路将全
部变为水泥路。”村民荆开峰高
兴地说。道路修好后，村里将着
手进行绿化，搞好村庄基础设施
建设，为村民打造优美的生活环
境。

伊善强告诉笔者，为进一步提
高村民生活质量，村里又分别投资
1 . 2万元和4万元安装了监控设备和
净水设备，受到村民广泛好评。

小王村自筹资金整修村路

去年 5 月下旬，省委组织部、省
财政厅、省残联以省直单位选派“第
一书记”帮包村为重点，启动了“助
残致富奔小康”项目。省农业厅“第
一书记”工作队在沂南县双堠镇帮
包实践中探索性地走出了一条“ 1+
1 +1 +1 ”助残之路。现在，5 个帮包
村的 1 4 8 户残疾人不花自己一分
钱，便成为鑫浩达畜禽养殖场的股
东。这些残疾人每年可以领利润分
红，且不承担亏损风险。

创新扶贫模式

入村不久，省农业厅驻村“第一
书记”们就把目光瞄向了残疾人这
个弱势群体。据调查，省农业厅帮包
的东梭庄、西梭庄、磊石沟、菜峪、埠
口等 5 个村共有残疾人 148 名，其
中重度以上残疾占比 42 . 6% ，中等
及以下残疾人员中老人及未成年人

数占比 58 . 8% ，重度残疾人员比重
大且残疾人老龄化较为严重。

若按照传统的“输血”方式，
分资金到户进行帮扶的话，钱很容
易被用于日常生活开支，既起不到

“造血”的致富效果，还可能让残疾
人产生依赖思想。于是，“ 1+1+1+1 ”
助残模式被驻村工作队提上议事日
程，即一支深入基层的“第一书记”
工作队+一名有头脑有责任感的致
富带头人+一个收益好、见效快、可
持续的产业+一笔整合使用的“助
残致富奔小康”项目资金。

扶持致富带头人

要想带领残疾人致富，一个好
的带头人是必不可少的。牛兴民是
埠口村一个很有思想的小伙子，
1987年出生，高中毕业之后，一直
在印刷行业打工。在听说“第一书

记”来村里驻点帮扶后，他第一时
间主动找工作队，谈了想回家创业
的想法。经过多方了解，工作队决
定大胆启用牛兴民，让他当带领残
疾人创业的“领头羊”。

为了支持牛兴民带领残疾人发
展产业，“第一书记”工作队找县
镇有关技术人员多次进行分析论
证，最终确定了肉羊养殖项目。随
后，又帮助协调土地，办理手续。
2013 年 10 月，该项目开始破土动
工。同年 12 月份，投资 40 万元，
占地 2 0 多亩的标准化养羊小区建
成并投入使用。沂南县鑫浩达畜禽
养殖场就这样悄悄地诞生了。

在“第一书记”工作队的指导
下，牛兴民又成立了鑫浩达畜禽养
殖合作社，5 个帮扶村大部分有劳
动能力的残疾人成了该社的社员，
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获取一定的报
酬。残疾人散养的仔羊在鑫浩达畜

禽养殖合作社育肥后，由合作社进
行销售，合作社只扣取普通社员
50% 育肥费用。埠口村残疾青年牛
启伟说：“过去，下地干农活不方便，
外出打工更没人要，现在在家门口的
养殖场给羊喂喂饲料，就能拿到工
资，没想到我也捧上了‘铁饭碗’。”

残疾人变成小股东

对于 5 个村没有劳动能力的残
疾人，怎么也能让他们从产业发展
中受益呢？“第一书记”工作队积
极征求当地民政部门和享受项目扶
持的残疾人意见，将“助残致富奔
小康项目”与牛兴民的养羊项目进
行有机结合。现在，5个帮包村的
148户残疾人，以每人1000元项目
资金(资金由助残致富奔小康项目
提供)入股的形式变成了养殖场的
股东。他们签订相关协议，由镇残

联监督实施。
鉴于残疾人是社会弱势群体，

所以协议中注明他们不承担亏损风
险。按照入股比例进行收益分成，
入股残疾人每年收益分成不低于其
股金的 8% ，多赚多分。残疾人有
入股、退股的权利和自由，但为了
防止个别残疾人退股后，把资金用
于生活开支，规定 5 年内原则上不
得退股。

目前，养殖场已投栏 320 只，出
栏200只，存栏300余只，预期今年利
润7万元以上。入股残疾人今年可以
从中获得利润分成120元左右。

现在，“1+1+1+1”模式又在埠口
村村民刘泽娟的半边天柳编专业合
作社“复制”成功。草柳编相对于畜
禽养殖成本更低、见效更快、风险性
更小，残疾人可参与程度更高。

农村大众报记者 刘真真
通讯员 朱晓峰

省农业厅“第一书记”工作队创新扶贫助残方式

残疾人当股东，年年获分红

罗成立跑了近60年的竹马，今
年70岁的他着实跑不动了。邹城市
中心店镇尚寨村的罗成立是尚寨竹
马的传承人，也是尚寨竹马表演队
的主心骨，他不跑了还得指挥，没
他大伙还真跑不了。

竹马在全国各地并不少见，但
沿袭六百多年的尚寨竹马却独具特
色。“尚寨竹马的马头是单独制成
的，用绸质马脖连在马身上，表演
时骑者左手举马头，右手执马
鞭。”罗成立说，尚寨竹马最突出
的特点还在于竹马队表演的队型是
古代军事作战的阵法。

“这是梅花阵，这是迷魂阵。”

罗成立眯着眼在纸上一笔一笔地画
着尚寨竹马的阵法图。“原来有
2 0 多种阵法，现在我还记得 1 2

种。”不仅跑不动了，罗成立记得
清的阵法也在减少。

阵法减少的同时，沿袭六百年
的竹马表演也“跑不动了”。“以前过
年的时候，一连能跑 20 多天，现在
能跑四五天就不错了。”提起年轻时
候的盛况，罗成立精神了许多。罗成
立说：“那时全村老少都参与，围观
的有几千人，晚上腿肚子疼得上不
了床，第二天锣鼓一响立马又精神
了。”现在年轻人不愿跑，能指挥阵
法的也只剩他一人，对于尚寨竹马

的未来他充满了忧虑。
然而，对未来担忧的不只罗成

立一人。太平镇平阳寺村的张增玉
是山东南路琴书的第四代传人，现
在将近200年历史的南路琴书也面
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70岁的
张增玉焦急万分。琴书表演要有扬
琴、京胡、古筝等乐器，至少需要
5 个人，然而采访当天的表演中只
有两人到场。张增玉说：“有的不
在了，有的腿脚不方便，我们几个
平均 70 岁了。以前出去表演一个
春天都回不了家，被拽着到处
跑。”然而，唱了一辈子琴书的张
增玉怎么也想不到，南路琴书到了

要绝迹的边缘，现在他最大的心思
就是找个传承人，“只要有人愿意
学，我一百个乐意，吃住我全包，
啥也不要。”

虽然许下的条件挺诱人，但张
增玉苦等的传承人却一直没出现。
“现在年轻人出去打工一天能挣二
三百元，没人愿学，学了也不赚
钱。”张增玉说，曲子里都是以前
的文化，他不愿南路琴书在自己这
儿断了线。

说到文化传承，罗成立也有一
肚子苦水。“跑马最少24人，加上
举旗、打鼓、吹唢呐的将近50人。
表演费一人 5 0元 /天，一天就得

2000多，不出钱谁愿意干。”罗成
立说，现在不同以往单纯地只为娱
乐，人们更多的从经济利益的角度
考虑问题，“有这时间，出去打工
赚得比这多。”另外，现在的年轻
人不重视民间文化，现代化的娱乐
方式也对民间文化的传承造成了不
小的冲击。罗成立说：“现在上面
有任务我们才表演，没任务基本就
不大跑了。这是老祖宗的心血，人
走了，这个文化就断了。”

无论是经济思维作怪，还是民
间文化本身的新陈代谢使然，民间
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得越来越狭窄，
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刻不容缓。
邹城市当地政府和非遗保护中心也
做了不少努力，申报各级非遗项
目、组织民间文化“三下乡”活
动、举办文化博览会、开设非遗保
护培训班等，都旨在留住并延续本
地民间文化的“血脉”。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张超

精通尚寨竹马、南路琴书的人越来越少，老艺人们担心他们走了，文化就断了

民间老曲艺苦等传承人

农村大众报枣庄讯 （通讯
员万照广 张显 张生）8 月 7

日，笔者从枣庄市薛城区民政局
获悉，该区自年初阳光低保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已累计取消 631 名
不符合低保条件人员低保资格。

为进一步规范城乡低保管
理，加大违规低保清理整治力
度，从今年一月份开始，薛城区
成立城乡低保核查工作领导小
组 ,从监察、财政、民政、审计
部门抽调工作人员，开展阳光低
保专项行动，对全区城乡低保对
象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核查。

为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做到“家家登门、户户核实、人
人见面”，确保不漏一户一人，
全力做好民主评议、张榜公示、
社会化发放等工作。引导全区民
政系统党员干部和村 (居 )“两
委”班子成员直系亲属享受低保
情况进行自查，对享受低保情况
进行备案，真正让低保工作始终
处在“阳光下”运行。

据悉，通过核查，该区共调
整减少城乡“关系保”等不符合
规定低保对象 631 人，新增低保
居民 423 人。截至目前，该区城
市低保对象总数达 2033 户 3666

人，已发放到位低保金 424 万
元；农村低保对象总量达 8078

户 9980 人，已发放到位低保金
796 万元。

8月3日，笔者在阳信县商店
镇小王村王俊岭的葡萄园里看
到，在一大片葡萄架上面全罩上
了尼龙丝制作的专用防鸟网。王
俊岭介绍说，原来在果园四周拉
大网防鸟，这些大网看似是隐形
的，不少鸟儿误撞上身亡，而尼
龙丝制作的专用防鸟网，防鸟不
伤鸟。据统计，该县农民为减少
粮、瓜、果等作物的鸟啄经济损
失，有万亩左右的作物罩上了专
用防鸟网。 (赵文岐 摄)

果园罩专用网

防鸟不伤鸟

薛城低保核查

揪出六百“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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