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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赶10个集，自力更生加国家救助

残疾夫妻双手捧出“热气腾腾”的生活

高唐县有这样一对80后夫妻，
虽然均为肢体二级残疾，但双方都
没有向命运屈服，硬是用自己的双
手，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他
们就是王金超、刘吉梅夫妇。

迎着初春的暖阳，记者来到了
位于高唐县鱼邱湖街道前郭村的王
金超家。家门口停着一辆略显破旧
的电动三轮车，两人就是开着这辆
三轮车，赶大集卖床单、被罩和自
己钩的杯套、小鞋等。两人从聊城
批发来床品，到附近的农村大集上
卖，风里来雨里去，一干就是1 0

年。
1983年出生的王金超自幼口齿

不清，右手也有毛病，只能用左手
写字，被认定为肢体二级残疾，但
他有一双健壮的双腿。刘吉梅自幼

腿脚有病，必须依靠拐杖行走，但
她的口才很好，笑容很暖。

他是她的腿，她是他的嘴。就
这样，两人已经依偎着走过了15个
年头。如今，女儿已经14岁，儿子
也8岁了。赶大集10年来，王金超印
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卖了800多块
钱，两人激动万分。这几年赶集的
收入虽然不多，但足以让这个家庭
正常运转。

每一个普通的日子，这对80后
夫妻都会很早就出摊，10天赶10个
集，这种密度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
来的。有时候大集散得早，两人就
到马路边出夜摊。

最远的大集足有10公里，但两
人从不嫌远，几乎每次去的都是最
早的；最晚下集的，也是他们。然

而，不管多晚，两人都是回家吃
饭。“每天的生活虽然忙碌，但有
稳定的收入，心里踏实多了。”刘
吉梅说。

“我们针对一些因病、因残的

贫困人口，在贯彻健康扶贫的同
时，还组织帮扶责任人进行思想辅
导，引导他们积极面对生活。王金
超夫妇就是极好的例子。”鱼邱湖
街道办事处扶贫办主任王慧玲说。

之前，王金超一家主要靠5亩
多的耕地，收入较低。考虑再三，
两人决定把土地流转出去，这样就
能够有一笔固定的收入。扶贫档案
上，这个家庭的年收入写得清清楚
楚：土地流转收入每年5200元，低
保金 5 9 9 4元，残疾生活补贴 2 4 0 0

元，残疾护理补贴1920元，低保电
量补贴121 . 5元，教育资助500元，
低保补助及价格补贴1167 . 7元，扶
贫项目分红920元……“正是国家给
予的这些救助，我们才有勇气面对
生活。”刘吉梅说。

前郭村扶贫专干王金芝已经把
王金超、刘吉梅当成了自己的亲
弟、亲妹，隔三岔五都要到其家里
坐坐，嘘寒问暖。两人自强不息的
故事也感染着很多人，王金芝说：
“王金超、刘吉梅不等不靠不要，
凭着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过去的贫困
面貌，成为十里八乡贫困户自力更
生脱贫的典型。”

农村大众报记者 刘真真
通讯员 杨立元

刘吉梅、王金超夫妇，两人均为肢体二级残疾。

3月2日，在滨州市滨城区秦皇
台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食用菌种植
基地，一座座食用菌大棚依次排
开，棚内灰白色的菌棒摆放得整整
齐齐，菌棒上一簇簇蘑菇争先恐后
地从袋口攒着劲儿向外生长，甚是
喜人。早上6点，东石营村党支部
书记赵宁波和往常一样准时来到棚
里，和工人们一起采摘蘑菇，然后
进行挑拣装箱，运往市区的超市和
市场。

“我们村的这两个大棚已经卖
了近5万元，除去成本，村集体可
以增收3万元。这一批菌棒还能出

两 茬 蘑 菇 ， 最 少 还 能 收 入 1 万
元。”看着棚里的蘑菇，赵宁波毫
不掩饰内心的喜悦。

据了解，该基地是中央扶持资
金秦皇台乡食用菌种植项目。项目
占地11 . 26亩，总投资300余万元，
建有高标准食用菌种植大棚10个，
并配备加工、包装车间。项目建设
大棚归村集体所有，由秦皇台乡党
委、5个村集体、滨州市福哲思蕈
菌有限公司三方协作运营，并实现
了村企融合发展。

“项目由乡党委负责全程监
管，段李家村、东石营村、北牛王

村、齐家村、洛王家村5个村负责
注资及运营，福哲思蕈菌有限公司
负责提供技术、管理、销售服务，
每个大棚可实现年纯收入2万元，
村集体实现纯收入4万元。”负责
该项目运营的乡人大副主席王静
说。

在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秦
皇台乡坚持组织统领，由乡党委负
总责，5个村党支部领办成立合作
社，并成立联合党支部，在此基础
上成立协创联合食用菌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通过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合作社发展产业、产业促

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形成了“一核
多元、融合互动”的组织体系。

同时，借助滨州市福哲思蕈菌
有限公司自身人才技术、市场信
息、品牌效应等优势，改变以往大
棚种植“粗放管理”模式，打造一
支专业化运营管理团队，专业技术
人才盯靠项目现场，负责菌种选育
栽培、产品生产，构建“实体店+

电商”“批发 +零售”的销售体
系，在帮助合作社食用菌品质升级
的同时，提升经营组织化水平。

依托合作社，村集体不但实现
了增收，还为附近村民提供食用菌

种植培训及工作岗位，打通就业渠
道，提高了群众的致富能力。“从
食用菌大棚开始建设起，我就来这
里干活，比如挖沟、除草、加固
等，一天工资100多元。每天都需要
十多个人，大家都愿意在家门口务
工。”一位正在基地干活的村民
说。

秦皇台乡党委书记姬晓龙说：
“联合党支部以食用菌大棚为载
体，通过组织联建、治理联抓、产
业联兴，解决了当前农村普遍存在
的村小、村弱、村散的问题，实现了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乡村
同频共振、联合振兴。”

下一步，秦皇台乡将充分发挥
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实施农业产业
集聚工程，以蘑菇种植基地为龙
头，计划发展食用菌种植示范基地
1 0 0亩，合作社社员种植大棚4 0 0

个，年生产能力1200吨，打造“食
用菌种植先行试验区”。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张志刚

村小、村弱、村散咋发展？滨州秦皇台乡———

大棚交给企业管，村企共同受益

农村大众报临沭讯 （通讯员
郝洋）临沭县以《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实施为契机，多措并举
推动在建项目实名制管理、工资专
用账户、银行代发工资、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四项制度落实。

据介绍，该县抽调人社、住
建、交通、水利等部门业务骨干，
成立了临沭县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
平台工作专班，每周对在建工程项
目平台专管员进行业务培训，强化
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使用管
理，每月对所有在建工程项目开展
一次巡查，对存在问题的项目进行
责令改正并加大检查频率。

截至目前，全县实名登记在建
项目69个、工资专户69个、实名制
登记在场人数8176人，工资专户累
计缴纳资金1 . 48亿元，通过平台代
发农民工工资19881人次，代发金额
1 . 03亿元。去年全县共收到工程建
设领域民工欠薪投诉13起，为农民
工讨回欠薪135 . 29万元，有力维护
了农民工合法权益。

临沭为农民工

维权讨薪135万元
农村大众报临清讯 （通讯员

姚晓楠 张昕）元宵节前后，在外
务工人员陆续返岗。近日，在临清
市八岔路镇，一辆大巴车载着50余
名外出务工人员驶向山东潍坊，开
启了他们务工增收、就业致富的新
征程。

为落实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稳就业、保就业”工作，有序引
导返乡农民工返岗复工，临清市强
化输出地和输入地的信息对接和劳
务协作，根据实际需要和疫情防控
要求开展了“点对点、一站式”返
岗专车服务，指导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包车直达务工企业，最大程度降
低务工人员旅途感染风险，保障农

民工安全复工、便捷返岗。
“有专车送我们返岗复工，不

仅方便，还节约了路费，我们心里
很踏实。返岗后我一定会努力工
作，不断提高劳动技能。”领完口
罩准备上车的杨红芹说。

为确保健康出行，临行前工作
人员对客运车辆进行了全面消杀，

严格按照程序对务工人员逐一进行
健康扫码、监测体温、信息核对、
发放口罩等工作，落实好出行的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

据了解，2月15日至今，临清
市已累计向北京、济南、青岛、潍
坊等地免费输送返岗务工人员2000

余人。

为进一步掌握应征青年的
综合素质，为部队选送优质兵
源，2月26日上午，滨州市沾化
区黄升镇武装部工作人员和黄
升派出所民警来到该镇孙家村
姜晨阳家中走访，了解他对参
军入伍的决心和思想动态，并
通过村委会负责人及邻居进一
步了解姜晨阳的日常表现等情
况，并把每个人的走访意见做
好记录并签名盖章。

据了解，今年春天黄升镇
通过体检的应征对象共有4人。
为做到“不走一个疑点兵，不
送一个劣质兵”，黄升镇武装
部对应征所提供的材料进行严
格把关，并派专人与驻地派出
所民警一起，对4名青年家庭逐
个进行家访工作，确保为部队
输送一批政治作风过硬、思想
觉悟高的优质合格兵源。

(孟令旭 摄)

“点对点、一站式”直达

临清派专车送农民工返岗复工

入户家访，严把新兵入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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