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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讯 （大众日报记者李
子路 张国栋）11月25日下午，省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召开2019年第二次
全体会议。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
工作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示，
听取有关情况汇报，部署安排下一
步工作。

省委书记、省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组长刘家义主持会议并讲话，副
组长龚正、杨东奇、于国安和领导
小组成员出席。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召开2019年第二次全体会议

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动摇

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农村大众报济宁讯 （记者张
婷）11月25日下午，记者从济宁市任
城区委、区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中国·任城花木博览会暨第
十三届李营法桐节26日开幕。

本届李营法桐节由山东省林木
种苗协会、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相继举行开幕式、任城区产业
项目招商会、苗木产业解惑会、法
桐新品种国际论坛、济宁金秋花卉
展销会、任城区农副产品展销会等
主题活动。本届法桐节在往年活动
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农副产品展
销会”，展示济宁市及任城区农业发
展成果的同时，为农副产品生产、加
工、销售及技术交流提供平台，助推
任城特色农副产品发展。

“高犯罪率、高上访率、高纠纷
率，俺村以前真是患上了‘三高’
病。”平度市东郝家疃村民相学美感
叹道，很多人想不到，现在，东郝家
疃变好了，呈现了无新犯罪、无越级
上访、无民事纠纷的喜人变化。

从“三高”到“三无”，东郝
家疃的变化只用了一年，秘诀就来
自新时代文明实践。借助村级实践
站建设，东郝家疃在党员中开展
“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家风家训
活动，通过晒优秀家风、开展优秀
传统文化志愿大讲堂、举办老人宴
等活动，让沉寂多年的好家风、好
民风又“活”了。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优秀
家风村风，到“庄户学院”带来致
富新经，再到“百千万”工程培育
1万多名志愿者，如今，平度18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200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示范站因地制宜，扎根农村，
面向群众，丰富着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形式和内容。

平度是50个全国首批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市中农村人口
和村庄数量最多的县（市、区），
起步时硬件基础相对较差，一年
来 ， 平 度 盯 住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地、人、时、事”四大要素，立
足平度实际“量体裁衣”，整合资
源，开辟出一条适合农业大县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路径。

阵地建设因地制宜

突出标准化

大型音乐喷泉、炫彩灯光秀亮
点纷呈，把初冬的夜照映得热情四
射；“板凳”社团、居民舞蹈队、
青少年轮滑社等10多个群众志愿者
社团展开表演，他们个个神采飞
扬……这是平度新时代文明实践

“网红打卡地”同和文化广场上的场
景，每当夜幕降临，群众早早就把

广场周边挤满了。
平度地域广，人口多，区域发

展差距较大，因此新时代文明实践
阵地建设中，该市率先抓住驻村社
区、镇驻地等200个基础资源较好的
村，因地制宜打造精品化、特色化
的示范阵地。

在精品、特色阵地打造过程
中，平度还根据试点经验和多方调
研，确定了“硬件就地应用，内容
建设为王”的“五有五统筹”（有
固定场所、有特色队伍、有规章制
度、有活动项目、有管理人员，统
筹群众诉求搜集、阵地资源整合、
市村队伍对接、志愿活动开展、实
效考核促进）和“五有五必到”
（红白事必到、家庭困难必到、矛
盾纠纷必到、合理诉求必到、突发
事件必到）建设标准，让阵地建设
既统一标准实现全市“一盘棋”，
又防止不顾村庄条件“一刀切”。

目前，平度18个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均达到“五有五统筹”标
准，20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中
心）站在“五有”标准上达到“五
必到”，并因地制宜打造特色阵地
170个，实现1791个村庄全覆盖。

在因地制宜打造标准化阵地的
同时，如何实现众多阵地标准化运
转，平度的做法是搭建线上“德润
平度”掌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
线下“庄户学院”。目前，平度
“双线”平台已成为开展便民服
务、传授农业技术、宣讲理论思想
的重要平台，线上平台注册志愿者
2 2 . 7万人，志愿活动时长 8 2 2 5小
时；庄户学院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1 4 0 0余场次，受益农民1 0万余人
（次）。

队伍建设因人制宜

突出专业化

面对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多

元化、分众化需求，平度立足农村
生产生活需求，引导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打造“全天候”“带不
走”的基层志愿服务队伍。

刘振霞是平度市新河镇龙湾姜
家村妇联主席，也是平度“邻里亲”
妇女志愿服务队骨干成员，多年来
借助“新河草编”的产业优势，从事
个体草编加工，收益不错。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成立后，她组织周围草
编加工技术优秀的妇女组成“妇女
草编学习志愿服务队”，利用空闲时
间，手把手向有意向的妇女传授技
能，让周边村庄200多名妇女在炕头
实现了就业增收。

抓住基层党员、优秀妇女、民
间艺人等农村有影响、有口碑的特
定人群，平度在全市1791个村庄组建

“先锋行”党员、“邻里亲”妇女、“好
家风”文化3支“全天候”的本土专业
志愿者队伍，在产业发展、文化繁
荣、乡风文明等乡村治理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面上，实现志愿服务“全天
候”；在点上，以群众需求为导
向，突出“专业化”服务和“专业
化”培训。实施百千万工程，培育
“烛光红遍”“健康彩虹”等100余
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培养1000余
名骨干实践师，组建了理论宣讲、
政策宣传、文明风尚倡导、文化惠
民、科普法律、关爱教育、健康保
健、农业技术等8支全市性志愿服
务队伍，培训全市 1万多名志愿
者，许多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服
务工时达50小时以上。

文化活动因时制宜

突出大众化

今年中秋时节，大泽山脚下葡
萄园里，百名农民诗人和说唱爱好
者聚在一起，徜徉在丰收的果园里，
唱乡村故事，写丰收之情，享生活之

美，并现场与游客互动交流。
这是平度市大泽山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的场景。“大泽山镇将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与‘我们的节
日’结合起来，请进全国知名农民
诗人，举办首届农民诗歌节，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志愿服务能
力，也吸引来更多游客。”大泽山
镇宣统委员刘进强说。

文化活动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群众兴趣最大，参与最高的单元，
平度在组织开展日常活动的同时，
抓住基层群众认同感和情感归属感
强的传统节日，与“我们的节日”
活动开展结合起来，打造贯穿全年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特色活动。
除大泽山首届农民诗歌节外，开发
区东潘家村春节送光荣灯、郝家疃
村重阳老人宴等近10个传统文化活
动，成为品牌，已在全市复制推
广。

在抓住传统文化重要节点打造
品牌活动的同时，平度还关注新时
代文明实践参与者个体，打造成人
礼、入学礼、集体婚礼、文明丧葬
礼等仪式活动，让更广泛的群体成
为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受惠者。

志愿服务因事制宜

突出模式化

每月10日是南村镇大西头村的
大日子。11月10日，村党支部召集
村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就意向入
驻企业和商铺名单进行信息公示
和意见征集，并对上季度垃圾分
类落实情况作总结说明。与此同
时，村垃圾分类志愿小分队到周

边崖头、杜戈庄做垃圾分类交流
推 广 ， 村 中 有 图 文 编 辑 功 底 的
“雁归大学生党员分队”也着手
设计制作大西头村宣传手册和垃
圾分类指导手册。

党员活动日、群众工作日和志
愿者奉献日，大西头村“三日合
一”是平度村庄的一个缩影，也是
平度市新时代文明实践“365”的重
要活动之一。

“365”以平度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中确定的 6个重要事项为中
心，在长期基层治理和新时代文明
实践创建中，形成了平度工作模式
和阵地建设标准。

“3”即三日合一，在党员活
动日和群众工作日的基础上，开
展志愿奉献日。“6”即以“德润
平度·福泽万家——— 文明实践在
行动”为主题，开展“学、和、
乐、美、爱、兴在我家”六项工
程，“5”，即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五有五统筹”建设标准、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五有五必到”建
设标准。

新时代文明实践不单传播了思
想、传递了文明，更创新了基层治
理，改变了群众生活。通过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激活基层党支部、
群众性自治组织服务群众、引领群
众新动能，引导群众形成“爱家、
爱村、爱市、爱国家”的价值认同
和行动自觉。

如今，平度新时代文明实践
“365”已经成为一张品牌，代表新
时代文明实践全年常态化。365天，
天天都有活动，通过长期实践，让
文明之花开遍平度大地。

“四因”“四化”“365”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平度路径”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刘波 吕强 张德杰

李营法桐节今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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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初冬的暖阳照着绿油
油的麦苗，高密市阚家镇尚义官庄
村麦香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
里，三三两两的村民正在劳作。

46岁的杨守朋是尚义官庄村贫
困户。他以土地入股合作社，并被
优先安排在合作社务工，每天收入
100元，活儿也不重。“入股后有
土地流转费，年底还有分红，日子
比以前过得宽裕多了。”

和杨守朋一样，高密市很多贫
困户受益于高密市“党组织+扶贫
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扶贫模
式。2019年，该市阚家镇将465万元
产业扶贫资金投入望乡食品有限公
司，公司委托尚义官庄村党支部领
办麦香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进行

流转土地，并统一规划管理，收益
分配采取“保底+分红”的方式。

正在田里劳作的杨守朋说，现
在合作社的收入和自己年底分红挂
钩，村民在基地打工没有“磨洋工”
的。

尚义官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德辉
说，村民变股东，变单打独斗为
“抱团取暖”。村民把合作社当成
了家，也让合作社节省了管理成
本，能把更多精力用于开拓市场。

什么是“保底+分红”，合作
社的股东个个都能说得清楚。保底
就是合作社每年每亩土地拿出500

元租金，分红就是按土地入股多
少、持股比例，年底进行利润分
红。这样，贫困户不仅收土地租

金，还有工资和分红，三份收入让
他们脱贫有了更多底气。

“优质小麦基地建立后，扶贫
资金保底分红29 . 2万元，其余收益
以‘4+4+2’的方式分配，合作社
和农户各占四成，村集体占两成。
实现了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农民
收入有效提高、贫困户收益稳步提
升。”麦香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唐绍山介绍，这一模式，让扶
贫资金发挥了最大效益。

高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项目组
组长管清超介绍，2015年以来，高
密市产业扶贫项目共计73个，其中
2018年以前已建成项目49个，2019

年在建项目2 4个，累计投入资金
3116 . 65万元。面对各级各类大量的

扶贫资金资产，高密市实行“四权
分置”，建立产业扶贫资金管理长
效机制，并规范完善了产业扶贫项
目确权到村工作流程。

“我们将全市73个扶贫项目确
权到709个行政村，实现了项目资
产所有权归集体、经营权归经营
方、收益权归贫困户、监督权归经
管站的‘四权分置’，把扶贫资产
从村级资产中有效区分开来，将扶
贫资产的权责归属到各方。”管清
超说。

“四权分置”提高了产业扶贫
项目经营效率和效果，强化了收益
扶贫和带动就业扶贫的作用，保障
了扶贫人口长期受益。同时，也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73个扶贫项目确权到709个行政村

“四权分置”，高密贫困户享稳定收益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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