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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民政厅、
省扶贫办联合印发《全省社会救助兜
底脱贫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明确进一步完善低保政策，及时
把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
因新冠肺炎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
或支出骤增户中符合低保政策的人员
全部纳入低保范围。疫情防控期间，暂
停开展低保对象退出工作。

根据《行动方案》，我省将细化
完善赡养费计算方法和生活困难的重
度残疾人单独纳入低保的认定条件，
明确刚性支出和就业成本的具体扣减
办法，加强低保政策与扶贫开发政策

的有效衔接。同时，督促指导各市按
照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35%-45%动态调整农村低保标准，
2020年底前审慎把握纳入低保的脱贫
享受政策人口和即时帮扶人口退出低
保。

《行动方案》还提出，要充分发
挥临时救助制度作用，落实分类分档
的临时救助标准，适当提高救助额
度，优化简化临时救助审核审批程
序，全面公开各级民政部门社会救助
求助热线，夯实乡镇（街道）、村
（居）主动发现责任，做到早发现、
早介入、早救助。 (齐静)

《全省社会救助兜底脱贫行动方案》印发

疫情防控期间暂停开展
低保对象退出工作

农村大众报高唐讯 （记者张
超 通讯员张波 徐明）“我们在
家门口就能就业，心里不慌，相信
我们的产业会发展好。”4月19日，
在高唐县梁村镇鑫梁农业发展公司
养殖车间，新上岗工人刘付青操控
着设备喂养仔猪。在该公司，附近
五个村的43户村民在此就业。这得
益于该地乡村振兴服务队新建起的
4000个猪位。

前几年，如果让梁村镇北亚庄
村村民刘付青选择打工地点，他一
定会毫不犹豫选择去大城市。今
年，他和周边四个村的村民有了一
项新选择——— 在家门口的企业务
工。

这事还要从聊城市派高唐县梁
村镇乡村振兴服务队说起。去年3

月，服务队进驻梁村镇后，一方面
到所服务村梁村街、吴庄、北亚
庄、于庄、三十里详细摸底，一方

面外出考察学习，向北京农业大
学、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和种养企
业及大户学习。

“我们帮助梁村镇五个村组建
了高唐鑫梁农业发展公司，利用乡
村振兴资金300万元，按照新希望集
团高唐新好牧业有限公司的标准建
设了四排现代化猪舍，总猪位4000

个，新好牧业以每个猪位200元的年
租金租赁。”服务队队长高军说。
按照合同，新好牧业将就近招收本
地农民务工。每出栏一头猪，新好
牧业拿出 2元钱作为乡村振兴基
金，用于村庄基础建设。“仅猪位
租赁费一项每个村一年就有16万元
的收益。”高军说，五个村庄各占
20%股份，租金及其他收益按比例
分成。

“俺们村里的11条胡同已经全
部硬化和绿化，但是还没有安装路
灯。以后村里年年有稳定收益，安

装路灯、维修道路等都有资金了。”
北亚村党支部书记李明利说。

除了集体收益，此次战略合作
所产生的粪肥收益也是一大亮点。
据介绍，新好农牧污水处理工程处
理系统采用UASB处理工艺，猪舍

产生的污水进入UASB反应器进行
厌氧反应，完全可以达到灌溉标
准，既增肥了地力，又保护了周边
环境。猪粪则采取密闭式有氧发
酵，转化为营养丰富的粉状有机
肥，成为大棚蔬菜、花卉、果树等

绿色有机产品的上等基肥。
“项目全部投产运营后，每年可

产400吨左右的有机肥。”高军介绍，
这些有机肥全部归集体企业鑫梁农
业发展公司所有，既可以销售，又可
以无偿提供给当地村民使用。

聊城市派高唐县梁村镇乡村振兴服务队利用乡村振兴资金发展产业

建四千猪位，集体有收益农民能就业

农村大众报单县讯 （记者石
鹏志 通讯员谢丽）“大家都记住
了吗？我们开始讲下一道题……”
4月14日上午，在单县时楼镇郑新
庄村，郑潇潇在家中通过钉钉会议
系统耐心地为村里的孩子辅导作
业，屏幕上有问有答，“家庭课
堂”开得有模有样。

郑潇潇是华北电力大学的在读
博士生，也是疫情防控中村里最早
执勤的志愿者，为村民做消杀工
作，为外来人员测量体温，连续值
守20多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大
中小学都延迟开学。时楼镇各中小
学校积极组织教师们为学生进行网

上授课。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限
制，授课效果不如课堂教学理想。
郑潇潇和弟弟郑璐璇了解情况后，
向担任郑新庄村党支部书记的父亲
郑其玉请缨，自愿为村里的学生免
费辅导功课。

“我现在读博，查找资料、准
备论文选题的压力也比较大。但

是，时间是挤出来的。开‘家庭
课堂’最大的心愿就是不让村里
的孩子在学习上掉队！”郑潇潇
说。疫情期间，村里的小学生们无
法聚在一起辅导。于是，姐弟两人
就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号公
布到“为村”微信平台，定下每一位
学生的辅导时间，通过网络视频

直播进行集中辅导。“有时候，饭
菜都端上餐桌了，他们仍守在电脑
旁辅导学生。等到饭菜都凉了，还
没顾上吃饭。”郑其玉说。

疫情期间孩子们在家上网课，
家长辅导不了孩子，让不少村民心
里发愁。“我们以前学的都忘完
了，幸好有他们做义务辅导，否则
孩子的学习真要掉队了。”村民郑
忠石感慨地说。

辅导村里孩子上网课,在读博士开“家庭课堂”

“多余的树枝会与果实争夺养
分，还会遮挡阳光，影响果实的品
质。”4月8日，莱阳市照旺庄镇叶
家泊村党支部领办的金富兴果蔬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果园里，“名校大
课堂”火热开讲，陈代涛（图右
一）一边修剪，一边讲解果树整形
知识。

陈代涛是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
即将毕业的研二学生，也是一名90

后党员。“修剪的好坏直接决定了
果树的产量，我就想用自己所学的

专业知识帮助乡亲们。”陈代涛告
诉记者，受疫情影响，学校放假时
间延长了，利用这个特殊时期，他
找到了用武之地：白天戴着口罩到
村民的果园里指导果农们做果树整
形修剪，晚上回到家里整理实验
数据准备毕业论文。在近一个月
的时间里，陈代涛帮助合作社完
成了30亩苹果树的整形修剪以及
果园的地形测量，并联系农技公
司为合作社果园设计微喷系统。
“陈代涛从去年就利用假期给我

们授课，苹果品质有了提高，收
成也增加不少。”合作社社员张
世刚高兴地说。

从“毛头小子”成长为村里
的“果树专家”，陈代涛很高
兴。“我是土生土长的叶家泊村
人，父母都是果农。今年6月就要
研究生毕业了，我打算回到家
乡 ， 全 身 心 投 入 到 农 村 事 业
中。”陈代涛说，他计划依托照旺
庄镇的水果产业优势和自己的专业
特长，建立现代化苹果生产基地和
电商供应链。

“我们村的所有土地都是以果
树种植为主，以前管理技术比较粗
糙，导致我们村的苹果口感很好但
卖相不佳，销售成了问题。在陈代
涛的帮助下，苹果的品质和产量都

有了很大的提高。”叶家泊村党支
部书记、合作社理事长叶国峰说，
他们已经聘请陈代涛为合作社的长
期技术顾问。今年，合作社计划按
照宽行矮化高密度栽培的标准新栽
种100亩苹果树试验田，为农机进
田作业做准备。按照微喷系统与沼

液有机肥相结合思路，在果园里预
埋管线，实现果园的水肥一体化管
理。将修剪下来的苹果枝条通过秸
秆粉碎机还田，降低劳动力投入、
补充土壤的有机质。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 婷
通讯员 李 梦 李 征 纪志国

白天修果树，晚上写论文

硕士研究生成家乡技术顾问

前言 疫情防控常态化，既不同于“非常态”时期，也有别于正常生产生活状态下。农业农村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因此于日前联合制定印发了《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实施方案》。我省各地也
行动起来，实现了“引导返乡留乡农民工回归农业稳定一批、实施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吸纳一批、发掘农业多种
功能和乡村多重价值创新业态培育一批、扶持返乡留乡农民工创业带动一批、开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一批”
的目标。本报从今日起，陆续报道各地实践。

疫情让农民工匆匆外出的脚步
停了下来。在高唐县，43户原本计
划去大城市打工的村民，走进当地
养殖企业。

当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正一手
抓防疫，一手抓发展，帮助受疫
情影响不能正常返工的农民工在
家门口寻找“钱途”。白天去上
班，早晚做家务，就近就业正成

为不少地方农民生产生活的一种
新状态。

就近就业，缩短了打工地和家
的空间距离。农民工不用再舍家
撇业就能赚钱养家，还能省下房
租。再到过年时，也不用为了买
回家的车票，在火车站彻夜排队
或在电脑前不停刷新。想回家，
油门一踩或者走几分钟的路，就

能看见家门。就近就业，实现了
“一家人一起生活”。成长中的子
女、衰老中的父母、身担生活重负
的另一半，都不再是无奈的牵挂。
孩子可以得到细心的照料，年迈的
父母能够享受到天伦之乐，夫妻遇
事可依可靠。

就近就业，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选择，却让农民工有了意外收获。

就近，原来这么近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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