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秀平

2020年1月7日 星期二 农历己亥年 十二月十三 第11344期

本报济南1月6日讯 根据省政府
常务会议今天原则通过的《统筹推进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我省将利用5年左右时间，基
本完成全省重点区域内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确权登
记信息数据库。

山东确定建立适合本省特点的自
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体制和工作模
式。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
数据库，突出与不动产登记、国土空
间规划、林草资源、水资源等专项调
查信息的实时关联，推动自然资源登
记成果的统一管理，实现与相关部门

信息共享。今年在全省基本构建起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到2025年全面
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
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体系。

我省决定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制度，在全省推开土地二级市
场建设；开展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二级
市场流转试点；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省、市、县三级收益分配比例和
支出结构；建立完善山东省国有森林
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落实矿产资源权
益金制度，推进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

大众日报记者 孙源泽 袁涛

山东自然资源将统一确权登记

农村大众报高唐讯 （记者刘
真真）1月2日下午，高唐县三十里
铺镇孙庄村的艺术创作室里，多位
民间艺人正在紧张创作。他们有的
在剪纸，有的在葫芦上烙画，还有
的在做版画、麦秸画。他们都是本
村村民，自发组成了高唐县民间文
艺家协会，并与电商开展合作。

“过了腊八就是年，再不准备
就来不及了。”这是创作室的艺人
们最近常说的一句话。

记者在创作室看到，民间版画
艺人刘青田正在紧张地刻制版画。
当天，他刚刚往河南发了一批画。
每周一早晨，他还带着自己的版画
赶县城古玩市场。2019年，他总共
卖出60幅作品，收入1万元左右。

麦秸画艺人李志海忙着烙制麦
秸画。他说：“从2019年的山东文
博会回来后，作品渐受关注，这阵
子要麦秸画的客户多，几乎每天晚
上都要加班到11点多。”今年，为
了更好地在淘宝上卖画，他调整了
工作方案，专门制作受市场欢迎的
小幅麦秸画，100多元一幅。现在，
为了迎接鼠年，他正在创作“鼠”

你有福、“鼠”你有财、“鼠”你
健康等题材的麦秸画。

今年39岁的陈忠芬是她家第三
代民间剪纸艺人。今年，她准备了
近50幅剪纸作品。“我姥娘和母亲
都会剪纸，我10岁就学会了剪纸。
今年通过各种渠道跟我要剪纸的特
别多。我要等到晚上孩子睡着以后
才能干，熬到半夜是常有的事。”
陈忠芬说。为了卖出剪纸作品，她
还特地学了装裱技术。裱好后，陈
忠芬的每幅小画能卖到50元，大幅
作品大多在1000元以上。记者从现
场看到，为了迎接新年，她特地剪
出了充满年味的民间故事作品《老
鼠娶亲》。今年，她打算辞掉工
作，专门从事剪纸艺术。

据了解，高唐县这些民间艺人
开始抱团发展，他们自发组建起高
唐县民间文艺家协会，并在孙庄村
设立多个工作室，定期集体创作。
协会与高唐县印象三十里商务平台
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实现麦秸画、
剪纸、葫芦烙画、根雕、石头画、
宣纸烙画、木板烙画、布艺等作品
的网上销售。

孙庄村民间艺人抱团成立创作室，制作剪纸、烙画，还有迎鼠年麦秸画———

“鼠”你有福，高唐农民赶制“艺术年货”

莒南县十字路口镇四村农民吴
甲强，做梦也没想到，打了12351职
工维权热线，自己被拖欠的4589元
工资，3天就打到了银行卡上。

1月2日，收到工资当天，吴甲
强来到济南槐荫农民工服务中心。
“陈主任，谢谢你们啊！”看到法
律援助站主任陈成国，吴甲强激动
得有点语无伦次。

“别客气！”身着保安制服的
陈成国笑着说：“要感谢，就感谢
咱们政府。”

槐荫农民工服务中心位于济南

二环西路，是来济农民工零工集聚
地，每天人流量3000人左右。陈成
国也曾是农民工，在济南打拼多年
后，成为山东振邦保安服务公司的
员工。2016年9月，在公司支持下，
他筹资成立了泉诚农民工公益服务
中心（以下简称“泉诚中心”），
在腊山立交桥下租了一间200平方米
的门脸，为农民工提供热水、待工
场所、欠薪维权及用工信息等服
务。一个人忙不过来，陈成国又联
系了两名公益律师，招聘了两名工
作人员。律师的交通费、工作人员

工资、房租、水电费，一年下来要
十多万元，陈成国省吃俭用维持运
转。

没有用工合同，没有工资欠
条，层层转包甚至不知道用工单
位的正式名称。这是农民工，尤
其是50岁以上农民工欠薪维权最大
的障碍。陈成国经过两年探索，
带着法律援助团队，艰难地走出
了一条“收集旁证+调解为主+诉
讼为辅”的路子，2017年一年就为
农民工追回欠薪及工伤补偿500多
万元。

泉诚中心的探索，得到了社会
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肯定和支持。
2017年底，济南市司法局法律援助
中心把泉诚中心定为农民工法律援
助服务站，并派驻了一名律师。
2018年11月，占地15亩的槐荫农民
工服务中心落成，专门邀请泉诚中
心入驻，并免费提供办公场所。济
南市总工会专门拿出资金在泉诚中
心开展法律大讲堂，并设立职工
（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站，从今
年1月份起正式派律师驻站服务。
更让陈成国惊喜的是，从2019年8月

份起，他开始接到12351职工维权热
线转交的维权个案。吴甲强是维权
调解成功的受益者之一。

“我们平均每3天成功办理一
起。”陈成国说：“政府的支持，
给了我们为农民工维权的底气。”
2019年全年泉诚中心办理欠薪及工
伤赔偿106起，追回720多万元，惠
及800多位农民工。

“现在咱整个社会对农民工越
来越关心了。”采访结束，陈成国送
记者到院子里。宽敞的大院分列着

“家政工”“瓦工”“电焊工”等6块导
引牌，并相应分割成了不同区域。院
子四周快餐店、建筑工具店、用工培
训处、警务室俱备。“这里有热水，有
暖气，有用工咨询和培训，还有我们
法律援助，这些都是免费服务。”陈
成国很是欣慰。

农村大众报记者 魏新美

2019年，泉诚农民工公益服务中心办理欠薪及工伤赔偿106起，追回720多万元

年底，这家农民工服务中心收获“感谢”

图①：版画艺人刘青田在创作。
图②：剪纸艺人陈忠芬(右）和刘红丽展示自己的作品。
图③：麦秸画艺人李志海在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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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安丘讯 （通讯员
王震 吴法福）寒冬时节，“三
农”老典型安丘正徐徐展开乡村
振兴“业强、民富、村美”的崭
新画卷。安丘市通过实施“乡村
赋能工程”，探索村集体增收新
路径，打造乡村振兴的“安丘样
板”。

2019年年底，安丘市石埠子镇
西殷民村15户继续享受扶贫政策的
村民，每户获得分红295元，这笔
分红来自该镇的乡村赋能电商平
台。贫困户殷修忠说：“我已经
分了3600多块钱了，赋能店铺真管

用，坐在家里动动手指头就能挣
钱！”

安丘市是农业大市，小米、花
生、樱桃等特色农产品却面临着
“上行”的流通难题。如何让优质
农产品卖出“优价”，打通农产品
上行“最后一公里”，进而探索出
一条村集体与农户“双增收”的新
路径？

安丘市电商平台“下行”成为
解决上述问题的钥匙。安丘市将
“党建引领乡村赋能工程”作为
市委书记2019年抓基层党建突破项
目在全市推行，通过第三方搭建

电商平台，免费为村集体、农户
开设微特店铺，赋予其销售平台
全部产品的能力，店主只需要通
过“朋友圈”“亲情链”推介销
售 农 产 品 ， 就 能 获 得 “ 代 言 佣
金”。

为推动工作进展，安丘市将乡
村赋能工程列入各镇街区党（工）
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任务清单，
作为年底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
容，要求镇街区党（工）委书记扎
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做到
直接抓、直接管、直接负责，带头
联系1个示范村和1个情况最复杂、

难度最大的村。把乡村赋能工程开
展成效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和农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工作考核、村党组织
书记等级考核、绩效考核和评先树
优的重要内容。

安丘市还采取“党建+农业品
牌”模式，镇村党组织牵头建立特
色优质农产品资源库，统筹品牌运
营管理，对店铺中的产品统一采
购、统一价格、统一包装、统一物
流、统一售后，打造完整的供应服
务体系。目前，已培育“安丘农
耕”1个区域公共品牌和“爱上青
山”“郚乡情”等100余个地方特色

品牌，涵盖辉渠小米、石埠子樱
桃、柘山板栗等特色农产品400余
种。目前，安丘市已搭建起1个市
级乡村赋能运营中心、14个镇级乡
村赋能运营中心，为1 2 2 9个自然
村、2113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及
18 . 3万户普通农户，免费开设了赋
能店铺，筛选70余种农产品纳入电
商平台。乡村赋能工程全域推广4

个多月以来，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4400多万元，带动增收281 . 4万元，
其中村集体最高收益达 5万元。
“通过发动村民转发宣传村里的网
店二维码，尤其借助在外人员的转
发，去年村集体借助赋能工程增收
3 . 7万元，占村集体收入的近四分之
一。”西殷民村党支部书记殷修台
说。

安丘“乡村赋能”探索村集体增收新路
列入各镇街区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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