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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淄博市临淄区义家人
社工服务中心拿到了批复成立的证
照。为了争取辛店街道面向贫困户
的服务采购订单，公益人士陈宝明
特意赶在截止日期前，新注册成立
了这家社工组织。

在淄博市临淄区，生活自理有
困难的贫困户，从今年年初开始享
受到由政府统一采购的起居照料、
精神陪伴等服务。

物质上脱贫了

仍然生活质量差

临淄经济相对发达。在全省
7005个省定贫困村中，临淄没有一
个。全区共有贫困户1824户、3356

人，分布到376个行政村中，平均每
村仅 8 . 9人，贫困发生率还不到
1 . 1%。这其中，因残、因病、因缺
劳动力致贫，合计达到96 . 7%。全部
贫困人口中，有劳动力的仅300余
人，平均每村不到 1人。高度分
散、自身脱贫能力不足、普遍缺乏
生活自理能力——— 这是临淄面对的
贫困户的群体形象。

随着光伏扶贫、轻体力种养项
目的落地，贫困户有了经济收入，
物质上脱贫指日可待。但生活无人
照料、精神缺乏陪伴的问题日益突
出。“比如，低保户每人每年能领
3560元，在数字上脱贫没有问题。
但到很多家庭一看，垃圾遍地、被
子不洗、理发洗澡也不及时，生活
质量很差。”齐陵街道扶贫办主任
陈涛说。这成了当地扶贫的痛点和
难 点 。 单 靠 临 时 组 织 的 “ 献 爱
心”，远不能满足贫困户的现实需
要。

今年年初，齐陵街道拿出两个
村做试点，将包含了低保户、五保
户的21人，作为服务对象。政府按
照每月90元和130元的标准，采购众
爱长者养护中心的居家养老服务。
8月以后，这一服务推广到所有
村，共服务113人。其中，贫困户成
员有72人。

一份工作

两户受益

为这113人服务的，26名妇女全

部来自本地。这其中，有15人来自
贫困家庭，几乎都是服务对象的同
村或邻村村民。

在吕家村，村民苑秋菊和郭翠
萍负责照料6名老人。苑秋菊的丈
夫因车祸去世，上有婆婆要赡养，
下有两个孩子要抚养，被评为贫困
户。由于要照顾家庭，苑秋菊只能
以打零工维持生计。有了这份工作
后，她和郭翠萍每星期至少入户服
务一次，每次至少一小时。“一般
就是收拾屋子、做饭、洗衣服，都
不是重活，抽时间来做就行。”苑
秋菊说。公司给他们开的薪水每月
不低于300元，目前看来薪水不高，
但在众爱长者养护中心主任王桂英
看来，还有上升潜力：“如果政府
订单增多，服务对象扩大，再加上
农村居家养老市场发育，我们的护
工完全能做到全职。”根据政府与
养老中心的协议，每名护工年增收
至少3600元。

直接受益的则是贫困老人。陈
涛说：“年中座谈会上，有的老人
颤颤巍巍地拉着护工的手，呜呜地

哭。有人能管他们，照顾他们，他
们很感动。”护工陈爱苓说：“平
时，这些老人太孤单了。我们走的
时候，每次都一再挥手，送到门
口。”

横跨城乡的辛店街道，尝试为
不能自理的贫困老人，提供配餐服
务。整个街道112名贫困人口，目前
仅1户需要配餐服务。辛店街道委
托村附近的快餐店，每天中午按照
每餐1 0元的标准，为老人配送快
餐。

政府出钱，

公益组织出力

7月28日，辛店街道发布公告，
招募社会公益组织入驻其社会组织
创新示范基地。除了提供场地、水
电外，辛店街道明确提出：将通过
购买服务、公益招投标形式，向公
益组织采购服务。截至8月5日，已
有15家组织报名。

辛店街道扶贫办主任边素芳
说：“相对在生产上的帮助，身体
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更需

要生活上的帮助。”根据贫困户的
需求，辛店街道计划将公益服务分
成捐衣捐物、家政服务、未成年人
辅导等项目，由各家组织竞标，并
由第三方组织进行跟踪评估。在这
之前，街道办已与多个组织有了类
似的合作。已经有5名来自贫困家
庭的妇女，到社会组织中学习面点
制作技艺，其中两人已经就业。

为了提高竞争力，已经拥有
3000多名义工的临淄义工协会的会
长陈宝明，又成立了社工组织。
“义工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成员有
时间参与，没时间不参与；但在社
工组织里，有拿薪水的全职社工，
更能保证公益服务的质量。”陈宝
明说，目前，这些招募的社工由陈
宝明个人发工资，有了政府订单
后，社工的薪水、志愿者的交通餐
食补贴，都将有一定的保证，更能
保证服务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目前，义家人社工服务中心正
在准备项目策划书。预计10月，辛
店街道的社会组织就可按照政府订
单，开展各自的公益服务。

临淄：政府购买服务送给贫困户
为生活自理有困难的贫困户送去家政和配餐等服务

农村大众报记者 花宇 通讯员 李庚源

7月底，在一片苍松翠柏环抱
的村庄骨灰堂前，74岁的新泰市新
汶街道程家楼村村民张敦昌侃侃而
谈：“现在，在我们村办一场丧礼
要比以往节省6000多元，政府花钱
给火化，政府免费派车来接送。”

据了解，新泰市办丧礼，有个
“市级标准”。

火化费、殡仪车费

政府买单

“过去，新泰市在丧葬上的礼
节较重，办个丧礼花上好几万元是
常有的事儿。”新泰市民政局社会
事务科科长单伟坦言。2013年初，
在对全市260多个村进行调查后，
新泰市拿出了《新泰市推进移风易
俗促进殡葬改革专项治理实施意
见》，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一
年见成效、两年大变样、三年改彻
底”。

7月28日，单伟向记者出示了
一份红头文件，这份盖着“新泰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鲜红大印的文件
明确规定：对于具有新泰市常住户
籍且去世后在我市辖区内殡仪馆火
化的城乡居民，取消其普通炉遗体
火化费，普通车辆遗体接运费（新
泰市区域内，含抬尸、消毒）。此
外，市殡仪馆还可以提供3日内免
费遗体存放（含冷藏）、1年内免
费骨灰寄存服务。免费对象的遗体

由市殡仪馆安排专用殡仪车接送。
“这笔费用由市财政负担，每

月结算一次。市财政局核定完材料
后于该月10日前将上月资金直接拨
付到殡仪馆账户。”单伟说。据他
介绍，根据人口数量，各个乡镇都
有一到两部殡仪车供群众使用，一
个电话就到。

丧葬程序有了

“市级标准”

“丧葬程序怎么走，我们全市
有统一的标准呢。”程家楼村党支
部书记乔文河说。

据了解，在新泰，有人去世，
得严格按照市政府制定的报丧、吊
丧、火化、下葬4步来走。全市提
倡事主实行电话报丧，流水席招待
宾客、不再披麻戴孝等。整个丧葬
活动时间不得超过3天。作为程家
楼村红白理事会的会长，乔文河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拿村里新近发生
的一桩丧礼来讲，这个事主不雇用
吹鼓手省了2000元，不披麻戴孝省
了近2000元，招待费省了1000多
元，火化费、殡仪车、冰棺总共省
了 7 0 0元，其他项目也得省上千
元。

“原先，父母的丧事如果不大
操大办，儿女的脸上就没面子。现
在，这种‘怪现象’终于没有
了！”张敦昌说。

45个村庄建成

公益性公墓

7月28日，记者来到了新泰市
青云街道办事处福田社区的公墓，
这里严格按照“一树一墓一碑”原
则安置，纸钱统一在焚烧池内焚
烧。该社区红白理事会会长周英乐
介绍说，这里的墓碑顺序不分贫穷
贵贱，不分家族大小，严格按照死
亡的先后顺序排序。墓碑和柏树均
由村里统一购置，碑高0 . 8米，一
个墓仅占地1 . 2平方米。这也是新
泰市的标准。记者从新泰市民政局
了解到，目前，全市45个村有了公
益性公墓，5个村庄有了骨灰堂，
其余村庄也正积极规划建设。新泰
市还规定，在个人承包地内安葬
的，提倡深埋、不留坟头、严禁使
用大棺材。

“自从实行新的殡葬制度以
来，活跃在乡间的吹鼓手改行成了
村里的文化娱乐带头人，一些棺材
铺、刻碑铺也相继关门了。”单伟
说。

7月31日，滨州市滨城区梁才
办事处马店村空巢家庭赵建华和老
伴，依依不舍地把石凤龙和他的同
学们送出家门（上图）。

当天上午7点半，15岁的石凤
龙早早地赶到提前约好的集合地
点——— 梁才中心学校门口，等待邓
佳文、王汝旭等4名同学。石凤龙
家住滨州市滨城区梁才街道办事处
李家村，在梁才中心学校上学，听
说马店村有对80岁的老夫妇身边没
人陪伴，石凤龙便和其他 7位同
学，帮老人干些家务，陪老人聊
天。

8点，5位同学都来了。5个孩
子凑了60元钱，到超市买来白菜、
韭菜、鸡蛋、肉和香蕉、西瓜后，
骑着电动车赶往赵建华家。

10点钟，正在门口乘凉的82岁
的赵建华和79岁的郭守荣夫妇看到
这 5个孩子，高兴地站起来迎向
前。

“爷爷、奶奶，今天中午咱们
一起包饺子吃。”石凤龙说。两位
老人连着回答了好几个“好”。

走进简陋的土坯房，郭守荣老
人边和孩子们说话，边找出面、菜
板和菜刀。早就分好工的石凤龙忙
活起来。石凤龙负责和面、擀饺子
皮，邓佳文负责调饺子馅，其他孩
子忙着摘菜、洗菜、切菜。看到孩
子们的热乎劲，赵建华老人也担当
起了“火头工”，添水烧火。

在欢声笑语中，三盖帘饺子包
好了，有韭菜鸡蛋的、有白菜肉
的。下饺子、盛饺子，不大的四方
饭桌虽然有些挤，却让两位老人和
5个孩子感觉特别的亲。

“两位老人并不很穷，只是身
边没人，我们来了，他们可高兴
了。”15岁的石凤龙已经体会到自
己的付出带给别人的快乐。

农村大众报记者孙成民 张天银
通讯员曲琳 李新庄 摄影报道

暑假来陪陪空巢老人

流水席待客不披麻戴孝，遗体火化、殡仪车全免费

新泰丧葬程序有了“市级标准”
农村大众报记者 刘真真 通讯员 肖根法 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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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十日割早黍，
处暑三日无青穆。

立秋温度高，
红蜘蛛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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