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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单县讯 （记者石
鹏志 通讯员刘厚珉 孟祥勇）
“外面冷，一会儿洗完澡吹干头，
穿好衣服就进里屋，我再给你剪
指甲、量血压。”1月9日，在山
东省单县蔡堂镇孔集村村民邵新
尚的家里，护工张云菊一边给洗
澡用的车厢升温，一边帮邵新尚
整理着衣服。

今年50岁肢体二级残障的邵新
尚看着忙碌的服务队员，只是嘿嘿
地笑着。“今天听说来给他洗澡，
一大早就倚着门框等着呢。现在他
有了专人照护，家里的负担一下子
减轻了不少。这些护工可帮我家大
忙了。”平时照护他的嫂子刘翠兰
说。

一个月洗一次澡、理一次发，
半个月剪一次指甲，衣物被褥每10

天清洗晾晒一次，5名专业护工每
月至少来3次，查看身体情况，进
行心理疏导……像邵新尚一样，
目前单县有381名贫困重度残疾人
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这样的精细
化服务。

单县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朱文

莉介绍，目前，单县除精神残疾人
及16周岁以下残疾儿童（需到专业
医疗机构康复治疗）外，一二级贫
困重度残疾人为5827人。他们自身
处于失能、半失能，生活质量难以
得到有效保障。

为此，单县探索出对重度残疾
人集中照护、日间照护、居家照护
及医疗保障的照护服务模式。“集
中照护是利用县乡敬老院、养老
院，为长期有照护需求和意愿的重
度失能残疾人提供集中照护服务；

日间照护是为符合入住新型幸福院
条件的重度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护服
务；居家照护则是利用邻里亲属、
公益岗位照护不符合或无意愿入住
养老、托养机构的重度残疾人；一
保则是通过医疗保障为重度残疾人
提供医疗保障服务，家庭医生定期
随访。”朱文莉介绍。

朱文莉说：“大部分重度残疾
人通过这一模式，得到了妥善的照
护。”但仍有381名重度残疾人因
不符合入住养老、托养机构的标

准，本人和陪护人不想离家等原
因，只能居家由亲属照护，可由于
陪护的亲属年龄大等原因，他们生
活依然难以保障。

“从2020年6月开始，按照每人
300元的标准，单县通过政府招标购
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养老、医疗等第
三方服务机构，选聘有护理经验的
服务人员，为这381名重度残疾人上
门开展个人卫生、心理疏导及家庭
环境卫生服务，他们的生活环境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朱文莉说。

朱文莉介绍，服务队目前由33

名有护理经验的护工组成，分成4

个组，每组5人，配备了恒温能洗
澡的专用车辆，每天巡回为这些重
度残疾人提供个性化、特色化、专
业化的居家照护服务，运行半年已
服务5300多人次。“这种方式有效
改善了重度残疾人生活环境，补齐
了残疾人托养服务的短板，构建了
集中照护、日间照护、居家照护、社
会化照护及医疗保障‘四护一保’的
照护服务体系。”朱文莉说。

政府购买服务，专业护工上门
单县381名重度残疾人居家享精细化照护

残疾人是需要帮扶的特殊群
体。沂水县出台系列举措，改善其
生活环境，关爱残疾人。

2020年，沂水县残联于年初组
织专门人员，对全县重度残疾人家
庭逐户进行调查摸底，以解决“出
行难、如厕难、洗澡难”等基本需
求为出发点，坚持因人而异、按需

服务，按照“一户一方案”“一户
一设计”原则，实施重度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改造。据统计，共争取县
财政资金75万元，为残疾人家庭修
设坡道、硬化门前道路，安装扶
手、太阳能、热水器，配发多功能
护理床、轮椅、声响（闪光）水壶
等，最大限度满足重度残疾人的日

常生活需要，惠及1655户重度残疾
人家庭，“无障碍之家”让残疾人
生活质量获得很大提高。

精准康复服务实现困难群体全
覆盖。沂水县为残疾人量身配置个
性化辅具，2020年，全县共投入资
金100余万元，为残疾人免费适配
轮椅、坐便椅、助听器等辅具

10358件。同时，对全县残疾儿童
康复训练救助实行“提标扩面”，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费由2019年的
1 . 2万元/年（10个月）提高到1 . 5万元
/年（10个月），救助对象年龄由0—9

周岁扩大到17周岁，全县共审批到
定点机构进行康复训练的残疾儿童
240名，实现了全县0－17周岁有康
复需求残疾儿童“发现一例、救助
一例”的目标。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邵 冰
张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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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水为残疾人量身打造“无障碍之家”

成 立 合 作 社 、 建 设 教 育 基
地、带领群众发展庭院经济……
这是李明担任山东省滨州市滨城
区秦皇台乡段李村党支部书记 3

年来交出的“成绩单”，他用行
动兑现了当初上任时对全村父老
乡亲的承诺。

“爱折腾，事事都为群众着
想，村里这几年变化很大，特别
是老人们的福利又多了不少，我
们都支持他。”这是在走访村里
群众时，大家对李明的评价。

“我是2017年1月份担任村支
书的，说实话，刚上任的时候，
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们村是全国
文明村，面对这项荣誉自然更有
压力。”说起刚上任时的情形，
李明仍然记忆犹新，“当时别人
对我说，不要求我干多大事，但
是一定要守好村里的‘摊子’，
守住‘全国文明村’这块金字招
牌。”

李明心里可不是这样想的，
在他看来，要想守好村里的“一

亩三分地”，还得靠发展，不发
展就是落后，“吃老本”对不住
党员这个称号，更是对不住全村
父老乡亲的信任。

村里要发展，增加村集体收
入是关键。2011年建起的村办食
用菌大棚由于效益不好，一直是
村集体的“包袱”。李明就从改
制村里的大棚开始，经过开会讨
论和多方联系协调，食用菌大棚
实现了整体租赁托管，在节约开
支的同时，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
入。同时，村里群众还可以到食
用菌厂打工增加收入。随后，李
明又多方协调，把一直闲置的村
集体建设用地租赁了出去。

如何围绕“全国文明村”这
个招牌进一步发展？这成了李明
的一块“心病”。

2019年10月份，秦皇台乡组
织部分村党支部书记外出参观学
习，在学习过程中，”教育基地
让李明眼前一亮。他想到村里的
实际，认为依托“全国文明村”
的村庄名片和优越的区位条件，
打造一个集民宿、体验、培训为
主的教育基地，应该是一个不错
的发展方向。

回来后，他反复斟酌，上网
查阅相关资料，并把自己的想法
在主题党日上说了出来，得到了
村里党员和群众代表一致支持。

有了党员群众的支持，李明
一下子有了主心骨，说干就干，
他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向乡党委政
府做了汇报，并得到了乡里的大
力支持。

从2020年4月开始筹建，到7

月建成，李明一直盯靠在建设现
场。段李村教育基地于2020年10

月正式投入运营，短短 3个月，
基地已开展各类培训 1 0 0 0 多人
次。

为了进一步增加群众收入，
在李明的带领下，段李村又成立
了初心种植专业合作社，把零散
农户组织起来抱团发展。

李明的“折腾”得到了群众
的认可，同样，也得到了上级各
部门的肯定。在李明的带领下，
段李村获得“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称号；近日，段李村党支部
被 省 委 授 予 “ 干 事 创 业 好 班 子
（好团队）”荣誉称号。

面 对 荣 誉 ， 李 明 并 没 有 满
足。说起以后的发展，在他心里
早已有了思路：“以教育基地为依
托，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把
段李村建设成为一个旅游休闲与民
俗体验的旅游村、美丽宜居村居建
设的示范村，继续擦亮‘全国文明
村’这块金字招牌。”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张志刚

办合作社建教育基地，带领村党支部获评“干事创业好班子”

“爱折腾”村支书让文明村再获殊荣

农村大众报青岛讯 （通讯
员李倩）1月11日，走进即墨区龙
泉街道张氏庄园草莓大棚基地，
阵阵清香扑鼻而来。现场，游客穿
梭其中弯腰采摘已经成熟的草莓，
尽情享受着田园的悠闲与惬意。

来自鳌山街道的王彩霞告诉
笔者，他和家人已经来龙泉多次，
春天摘樱桃，夏天摘葡萄，秋天摘
蜜桃，冬天摘草莓，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近郊游很受大家欢迎。据
草莓基地负责人张家强介绍，目前
园区已接待游客近千人。

采摘游火热得益于龙泉街道
近年来的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的乡
村实践。近年来，依托东部片区
风光秀丽的优势，龙泉街道联手
央企华侨城集团，全力推进莲花
田园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沿莲
花山、莲茵河一线先后打造了台
子、张家庄等12个美丽宜居乡村

示范村，按照“一村一品”的产
业规划，打造了莲花山地瓜、金
秋红蜜桃、贝贝一号南瓜、江北
瑞红茶、粉贝儿西红柿等特色农
产品，并通过整合辖区农业资
源，打造莲花优鲜展销平台，发
展亲子采摘、户外烧烤、农家宴
等旅游配套项目，推动线上线下
同步销售，在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的同时大大增加了农户的收入。

据了解，依托“以农促旅、
以旅兴农”的发展之路，该街道
在打造农产品种植基地、展销平
台的同时，同步推进莲花山运动
公园、莲山胜境游客服务中心、
乡村振兴展示中心、花橙农场、
凤栖乡居民宿等项目建设，开展
乡村游、健步行、骑行赛等农旅
文旅活动。2020年，累计接待游
客30万人次，大大提升了片区的
影响力和吸引力。

龙泉街道采摘游迎“开门红”

1月12日，两名姑娘在沂南
县双堠镇埠口村大棚内赏花拍照

（见上图）。
寒冬时节，埠口村大棚内的

桃花竞相绽放，花香四溢，蜜蜂
穿梭花丛中。当地农民忙着为桃
树授粉、疏花，一派忙碌的景
象。

(杜昱葆 王彦冰 摄)

桃花灼灼醉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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