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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林 张鹏 王炳芹

8月26日，诸城市计划生育妇幼保健
服务中心带回了孤独症儿童佳佳。从这天
起，她将通过康复训练和心理治疗，快乐
成长起来。从去年开始，该院每天派出两
辆车，由儿童康复和儿童心理专家带队，
走进脑瘫、孤独症、智障儿童的家庭，告
诉他们可以享受免费的救助项目，动员他
们参与到训练中来接受更好的治疗。

特殊儿童可享免费救治

8月28日，记者在诸城市妇幼保健服
务中心三楼OT训练室见到了2岁半的小茹
茹，她因为患有功能障碍疾病，正躺在床
上接受肢体弯曲训练。主治医师赵永琴告
诉记者，现在一次可以让她做120次的手
臂弯曲训练，这个强度还能接受，累了就
给她活动一下手腕。

在一旁的刘大姨告诉记者，他们家在
诸城市百尺河镇，来这里已经有一个多月
了。“现在恢复得挺好，刚发现病情时，
就带着孙女去了青岛、济南的医院，因为
花钱太多，最后只好回了家。听说这里的
治疗都是免费的，就过来了。”她说。

像小茹茹一样，正在康复中心享受免
费治疗的儿童还有40多名，这里的每个儿
童科室都有患者在接受训练。“每个孩子
一年差不多在这里呆8个多月，很多父母
都在这里学习，这样回家能更好地继续治
疗。”该康复中心主任李良告诉记者。

以往，脑瘫、孤独症等儿童的检查、
康复、治疗，足以让一个普通家庭致贫。
为使特殊儿童群体获得长期治疗，去年，
诸城市计划生育协会、妇幼保健服务中心
设立了儿童康复医疗救助基金，先期投入
50万元，对孤独症、智障、脑瘫等特殊儿
童群体进行二次救助。“患者来医院，新
农合报销75%，基金负担25%。”李良告
诉记者，自救助项目开展以来已救助45名
儿童，使用救助费用17万元。

社会接力改变政府单一救助

王守军是诸城市皇华镇东莎沟村村
民。10年前，他因意外受伤高位截瘫，失
去工作能力后，家庭陷入困境。去年5
月，他看到诸城计生救助的消息后，本身
也是计生“双女户”的他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拨打了诸城市关怀救助热线，而就这
一次电话，使他获得了“接力”救助。

2010年，该市人口计生局就试点启动
了“让梦想飞·计生圆梦助学”活动，帮
扶困难计生家庭的孩子以良好的精神状态
和生活条件顺利完成高中前的学业。首批
重点帮扶对象确定在计划生育家庭中父母
双亡的孤儿、父母一方死亡的独生子女或
双女、独生子女或双女家庭中成员患有重
大疾病或遭遇重大意外家庭陷入困境的学
生范围里。

就在王守军打电话后，新上任的诸城
市人口计生局局长李传岗，刚刚以志愿者
身份加入到计生助学工程中。了解这一情

况后，他马上派人核实，将其纳入全市困
难计生家庭救助管理系统，并与王守军将
要上高中的小女儿媛媛结成帮扶对子，承
诺将资助她到高中毕业。

而这项帮扶远没有停止，去年8月，
一家爱心企业为媛媛捐助了2000元的助学
金。在这期间，王守军成功申请了低保，
民政等部门也两次对其进行了帮扶。

“近几年，群众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
现象较为突出，政府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救
助力度一直在加大，覆盖面持续扩展。单
凭政府关怀救助局限很大，需要搭建一个
社会爱心人士认可、操作规范的帮扶平
台，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李传岗表
示，无论是个人捐助、精神抚慰还是提供
建议，都可以加入到救助行列。

截至目前，“计生圆梦助学”活动社
会志愿者已达5200余人，累计捐助物资
360余万元。2011年，经过潍坊市推广，
受益家庭扩展到1 . 2万个，有效补充了政
府单一救助模式。该项目于2013年4月被
评为第八届中华慈善奖。

政府救助角色转变

诸城市为确保救助实效与科学化，在
制度上作了一系列探索。目前，城乡低保
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450元和每人每
年2700元，已发放低保金2494 . 1万元。但
该市的低保覆盖率仅为1 . 9%，若只靠财政
投入进行救助，无法实现更有效的社会救
助。

为解决“边缘群体”和“夹心层”的
救助问题，诸城市实行了市、镇街、社
区、自然村网格阶梯式四级救助模式，从
“托底线、救急难”的单一行政救助到形
成动态管理、职业培训、就业帮扶、社会
共建、帮扶保障“五大工作机制”，实现
了由短期救助到长期帮扶的多元救助转
变。

诸城天雁牛仔在南部山区桃林镇开设
了分厂，附近村庄580多名育龄妇女有了
工作。该镇又主动联系到企业，希望可以
合作办学，经过商定，企业投资40万元建
设幼儿园，不仅职工子女可以免费上幼儿
园，附近村庄的孩子也可以到这里上学。
政府和民间的有机融合，使得救助效果有
了新突破。

李传岗认为，政府在社会救助上的角
色转变非常重要，关键是准确定位。现
在，诸城市正在由单一的救助管理执行者
向社会化救助倡导、参与、实施、服务转
变。“以政府救助为主、引导更多的社会
力量自愿参与救助服务，让更多的困难群
体得到帮助，以新载体实现各方意愿的有
机融合，是救助的出发点和目标。”李传
岗说。

目前，诸城市成立的社会救助工作管
理委员会，共有32个成员单位，在每个镇街
都成立了救助办公室，社区建立民政工作
站，规范为民服务大厅的救助工作窗口，在
社区自然村内选配民政信息员，建立起市、
镇街、社区、自然村四级全覆盖的社会救助
工作组织体系。在每个为民服务大厅，都有
专人为贫困家庭提供工作信息咨询、社会
救助服务等帮助，民政信息员会主动到访，
针对家庭情况提出救助建议。

“通过协会和个人走访了解情况，每
个结对帮扶人员的情况都要进行详细记
录，记入台账后由专人进行管理，以确保
救助的长期有效。”李传岗说。

从单一行政救助到社会接力帮扶

诸城织起计生多元救助网

关键词：多元救助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付刚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9月20日，泰山区与中国建设银行泰安分行举行战略合作暨助保贷启
动仪式。

据了解，此次启动的“助保贷”业务，运用助保金池和政府增
信平台为风险补偿手段，建立全新的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模式。由地
方政府和银行共同筛选企业组成“中小企业池”，由政府提供的风
险补偿资金和企业缴纳的助保金共同组成“助保金池”作为风险缓
释方式的信贷业务。银行则按照风险补偿资金的10倍向“中小企业
池”内企业发放贷款，单户贷款额度最高可达2000万元，用于支持
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周转，还可以随借随还、循环使用，灵活满足企
业的融资需求，减轻融资成本负担，形成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共
赢的局面。

泰山区创新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虹 万京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0月15日，莱芜市莱城区大王庄镇西风炉村村民张

和祥早早来到自家的五亩地上，望着即将收获的生姜，他高兴地说：
“以前俺这5亩地只能种些花生、地瓜，亩收入也就千元左右。今年
通过治理，俺种了1亩生姜，4亩白菜，今年生姜行情好，光这一项就
能收入2万元呢。”

西风炉村是大王庄镇的一个山村，村里土地贫瘠，多为山岭地。
村民多种植些花生、地瓜、玉米等抗旱作物。由于灌溉条件不足，绝
大多数村民只能看天吃饭。从去年开始，莱城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在这里实施中低产田改造项目，不仅为山岭地建起了水利设施，通过
渠系建设、打井、埋设暗管、建水池、塘坝、提水站等工程建设，使
项目区水利工程达到了全面配套，保证了山区农作物在生长重要期可
以得到及时灌溉。

据区财政局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财政相
继投入资金1858万元，对大王庄镇0 . 7万亩和茶业口镇0 . 7万亩中低产
田改造，为1 . 4万亩山地送上了救命水。

莱城1 . 4万亩山地

有了救命水

□李玉刚 报道
本报东阿讯 “今年姚寨镇秸秆禁烧工作压力不大，我们主要靠

的是秸秆还田、公司收购、肉驴养殖这‘三张大口’。”9月26日上
午，东阿县姚寨镇党委书记王木华面对前来检查秸秆禁烧工作的县环
保局领导说。

姚寨镇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乡镇，玉米种植面积达7万亩。面对
秸秆禁烧工作，该镇党委、政府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疏”上。伴随
着农民秸秆还田认识程度的提高，姚寨镇利用农机补贴政策，扶持有
条件的农民购进85台玉米联合收割机，目前全镇秸秆还田机收率达到
80%以上。除进行秸秆还田外，该镇还成立了姚寨镇生态环保收购服
务站，以每斤三四分钱的价格，收购各种农作物秸秆。服务站经理侯
家良表示：“我们服务站去年收购了1万余亩的玉米秸秆，今年收购
1 . 5万亩不成问题。”另外，镇上还扶持农民建立了3个肉驴养殖基
地，目前也加紧收购玉米秸秆，三个养驴场至少需要1500亩地的玉米
秸秆。

□孟宪华 孙静 报道
本报平邑讯 山区农业大县平邑县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先后投入

四级财政资金1 . 53亿元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特色产业开发,完成各
类工程项目36个，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共赢。

为鼓励村、户发展特色产业，平邑县农业综合开发立足当地产业
优势，先后引入农业综合开发和小流域治理项目。郑城镇打造了金银
花产区第一条循环路，项目区内的前范家洼村以前是有名的贫困村，
通过农业综合开发，村里依托有利的水利条件发展金银花标准种植园
500亩，引导农户走上科技致富的道路。温水镇的大蒜产业，项目区
规划建设38公里输水管道，新修生产路35公里，彻底改变了“晴天一
身土、雨天两脚泥”的历史。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实施后，通过初步计
算，项目区内大蒜的种植面积扩大到6000亩，亩产值比开发前增加
270元，直接受益人口8000人。

姚寨“三张嘴”

吞下7万亩秸秆

平邑农业综合开发

催生特色花果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任现辉 姜俏俏 报道
本报乳山讯 9月25日，乳山滨海新

区智创科技孵化器里，新入孵企业威海新
标海洋育种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在安
装鲍鱼繁殖设备。“孵化器7月份正式挂
牌成立，现在已吸引20家中小型科技项目
签约进驻，既盘活了闲置资产又缩短了建
设周期。”乳山滨海新区新兴产业园管委
会主任王卓德告诉记者。

近几年，部分企业由于经营方向转
变、建设资金不足等问题，造成土地和资
产利用效率低，出现“半拉子工程”。为
提高土地和资产的集约节约利用程度，乳
山滨海新区对辖区内土地、厂房、生产
线、商铺等闲置资产信息进行摸底调查，
将其位置、土地面积、厂房设备等情况一
一归纳整理，建立闲置土地和资产数据
库，实行“挂牌销号制”。

针对各处闲置资产的具体情况，滨海
新区逐个研究制定盘活处置方案，重点加
大对低利用率资产的清理力度，合理转换
闲置资产用途。对企业为扩规增产预留的

土地、资产，要求其制定发展计划，确定
启动时间；对开工和投产无望的，列出具
体招商盘活计划，采取转让、兼并、收
购、出租等方式，尽快予以盘活；对能够
依法收回的依法予以收回。

为避免土地、资产再次闲置，滨海新
区在新项目引进中设置了“高门槛”，鼓励
土地高利用、产业高端化、效益高产出的项
目进驻。引进和盘活相结合，休眠资源被

“唤醒”，滨海新区已利用闲置资产引进商
贸、科技、养生养老等多个领域的5个项目，
盘活闲置土地46亩、闲置厂房4万余平方
米。智创孵化器所在的两栋大楼原是一处
1 . 9万平米的闲置厂房，短短几个月就改造
成孵化器，让企业早入孵、早受益。沉寂多
时的福如东海文化园经过重新定位，被打
造成特色土产品和皮草交易市场，其中
3800平方米的东海土特产超市经营来自全
国各地乃至韩国的特色产品，自4月份开业
以来，每天都有近千人的客流量。新兴产业
园一个光电项目闲置了1 . 7万平方米的厂
房，滨海新区通过引进全一重工项目，将此
处改造成高速铁路紧固系统生产车间。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潘南 张生 报道
本报枣庄讯 10月12日上午，枣庄市薛城区首届邻里文化节在珠

江社区拉开了帷幕。
据介绍，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弘扬“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传统

美德，薛城区围绕“文明、和谐、快乐、健康”四大主题，举办了首届邻里
文化节活动。3个多月里，将开展寻找好邻居、草根达人秀、书画摄影展、
全民运动会、新年大联欢等十大系列活动，弘扬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
传统美德，营造关心邻里、热爱家乡的和谐氛围。

乳山滨海新区对闲置资产实施“挂牌销号制”

闲置厂房变身科技孵化器

薛城邻里文化节演绎“一家亲”

□彭辉 报道
乳山华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化验室负责人宋修旗在智创科技孵化器里做实验。

□张鹏 报道
诸城计生实现了由短期救助到长期帮扶的多元救助转变，图为计生家庭领取生育关

怀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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