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新华 董玉方 刘玉廷

酒风盐韵、商都古镇，数百年积
淀，成就了寿光侯镇特有的文化底蕴和
商业特色。汉代设侯堡，隋代立军镇，
清雍正八年设盐署后，运盐大道由此南
下北上，酒依盐兴，盐兴商旺，至清中
后期，侯镇发展成了“三山不见、九湾不
显，九街十八巷、七十二根透胡同，街街
有酒坊、巷巷飘酒香”的北方商贸重镇。

为复现当年“熙熙攘攘、车水马
龙”的繁荣景象，侯镇党委依托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依靠户籍人口10万人、
园区务工3万人、镇区居住5万人的消费
基础，从2019年5月开始，按照“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示范带动、整体推进”
的总体思路，投资2000万元，正式启动
了古商贸街改造工程。

以文化底蕴打造古街。融合明清建
筑特点，对120家商铺外立面进行复古式
改造，挖掘和放大“李莪华庙会”“西
柴土陶”“草碾草编”等侯镇非物质文
化遗产价值，建设非遗展馆。古迹依旧
在，新翻岁月香，商都古镇的悠悠过往
在这里重新呈现。

以旅游理念提升古街。围绕地域特
色，重点打造牌坊巍峨、官台盐署、百
年宏源等十大景观，以“小景区、大夜
市”理念聚人气、提活力，打造夜间经
济和地摊经济示范点。

以市场活力繁荣古街。古街是侯镇
文旅打造的核心区，结合“小店经
济”，以“街中街”模式，设立了100个
街景餐车和特色商亭，首年免费，吸引
特色品牌和老字号进驻，适当增加民
宿、酒吧等业态，现已达成进驻意向100
多家。同时，举办“玩转古街”系列活
动，策划一批网红打卡点，让新媒体元
素与古街文化相碰撞，进一步丰富古街
体验。

以全域导向拓展古街。以古商贸街
为引爆点，南到水岸家园，东到侯一，
通过打造经典民宿，建设梦想小镇，全
面盘活老干河风景带闲置资源，加快形
成在园区务工、在古街游玩、在小镇留
宿的一条龙式消费新格局。

欣逢盛世，遍地华章书锦绣；缘聚
侯镇，满目诗情话葱茏。2020年9月30日
晚，随着侯镇古商贸街开街正式拉开帷
幕，一个集文化、商业、旅游、休闲、

餐饮为一体的特色古街全方位呈现在大
家面前。国庆、中秋双节期间，累计接
待游客10余万人次，仅各类小吃和娱乐
项目营业收入就达近300万元，重现侯镇
当年“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繁荣景
象。古商贸街的成功开街，初步形成了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
镇形态，必将进一步整合周边的文化、
旅游资源。侯镇古商贸街，已破茧而
出，化蝶起舞，千年古镇由此掀开快速
发展的崭新一页。

“尘封一页梦绕侯镇，回味千载神
游古街。”历尽繁华的古商贸街从岁月中
穿越而来，正成为了解侯镇历史文化的新
窗口、展示寿北商贸繁荣的新地标！

①侯镇古商贸街启幕
②侯镇古商贸街开街圆满成功
③侯镇古商贸街游乐项目丰富
④游客在侯镇古商贸街观览
⑤灯光璀璨的侯镇古商贸街
⑥侯镇古商贸街启幕暨第十一届文

化艺术节开幕现场

往昔闹市锦绣夜 今朝入梦访古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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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广伟

济南市平阴县孔村镇现有市级贫困村
13个，建档立卡贫困户395户751人。近年
来，孔村镇把扶贫开发工作列为全镇重点
工作之一，坚持精准管理、精准帮扶原
则，建立“梯次扶贫”工作体系，探索建
立“志智双扶”长效机制，以扶贫基金为
动力源开展“点餐式”扶贫，实现扶贫开
发与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增力强基工程
融合发展，力促全面完成“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
不能掉队”的目标。

精准施策

建立“梯次扶贫”帮扶体系

孔村镇13个贫困村全部位于105国道
以西原李沟片区，属区域性集中贫困地
区。贫困户中，按致贫原因划分为因病致
贫和因残致贫；按年龄结构划分，60岁以
上人口占绝大多数。

按照全镇“一盘棋”思路，孔村镇把
全镇所有贫困户、低保户、低保边缘户
“三类人”统一帮扶形成“大扶贫”格
局，从贫困村、贫困户实际出发，既兼顾
外在给予和内在参与，又注重现实成效和
长远持久，因村因户制宜，制定切实可行
的“一村一业”“一户一策”帮扶措施，
根据贫困户收入、致贫原因、帮扶需求将

贫困户分为兜底型扶贫、扶智型扶贫、助
力型扶贫三种梯次类别，并采取就业帮
扶、医疗救助、产业发展、搬迁脱贫等方
式帮助贫困户脱贫，达到“扶真贫、真扶
贫”的要求。其中，社会保障兜底享受低
保政策人员290人，五保金人员36人；雨
露计划资助贫困学生98人；危房改造90
户；公益性岗位安置193人。截至目前，
全镇395户751人贫困人口实现脱贫，13个
贫困村全部实现脱贫。

“志智双扶”教育

建立长效机制

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从长
远考虑调动内生力，扶贫工作仍需要倡导
劳动光荣。为提高贫困户自我发展、自我
创业能力，树立自我脱贫的勇气和信心，
从根本上实现贫困户由“等、靠、要”思
想严重向自主脱贫、自力脱贫的转变，孔
村镇自2017年7月开始，在全镇46个村推
行以“培训+考试”为主要方式的“志智
双扶”教育帮扶工作。

该镇按照“统一组织，集中与分散相
结合”的方式，通过邀请机关干部、身边
典型人物、专业讲师等，对贫困户进行政
策法律、优秀文化、致富门路、身边典型
事迹等教育，培训结束后，现场进行考
试，考试合格的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给予
一定的奖励。80—100分奖励70元；60—80

分的奖励50元；60分以下奖励20元。共开
办40余期，惠及46个村395户贫困户。

同时实施贫困学生“零负担”救助活
动。对于镇域内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
困学生，免除就餐费、校车费、保险、校
服等费用，实现学生在校期间费用“零负
担”。截至目前，救助贫困学生43名，发
放救助金10余万元。

通过开展“志智双扶”系列活动，让
贫困户及时了解国家扶贫政策，理解并支
持脱贫攻坚工作；帮助和指导贫困群众提
升脱贫致富的综合素质，形成智随志走、
志以智强的发展合力，先后培养出现了身
残志坚、战胜困难的赵庆斌、赵庆平，利
用补助政策、勤劳致富的李振廷、郜宗风
等一大批通过帮扶与内生动力相结合实现
脱贫的典型。

“六步工作法”

实施“点餐式”扶贫

扶贫贵在精准，而“点餐式”扶贫是
对“精准”的生动诠释。坚持“给谁开药
就给谁把脉”，遵循实事求是、分类施策、
对症下药的原则，主动问需于民，倾听困
难群众的发展意愿，引导群众称心“点
菜”，做到“你点我有”“你需我供”。

在“点餐式”实施过程中，为让扶贫
更加“精准”，孔村镇严把程序、严管标
准，按照入户摸底、农户申请、民主评议、

村内公示、农具发放、培训回访的“六步
工作法”要求，向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
贫困户，发放配钥匙机、微耕机、手扶拖
拉机等致富工具，帮助从事农产品加工、手
工业等产业，帮其实现脱贫致富。

股骨头坏死的孙庄村残疾人贫困户李
庆才，过去依靠在镇上摆摊修鞋每天能有
二三十元收入，虽然修鞋的机器小毛病不
断，但他却从不舍得买台新机器。在第二
批“点餐式”工具发放中，他如愿领到了
自己需要的修鞋机和电动配钥匙机。像李
庆才这样受惠于“点餐式”扶贫的贫困
户，目前孔村镇已有44户。

百万元产业扶贫基金

注入强大动力

2018年4月23日，孔村镇域内万方、
澳海、龙山、丰源等6家炭素企业，捐资
110万元设立“孔村镇炭素产业扶贫基
金”，构建起“企业+基金+贫困户”的
社会扶贫格局。

据介绍，扶贫基金由镇民政办和扶贫
办共同管理，明确专人负责，独立核算，
单独建账，确保资金到人、管理到人、核
算到人。用途主要是按照“梯次扶贫”帮
扶体系，通过开展“志智双扶”“点餐
式”扶贫等特色扶贫工作，帮助镇域内的
395户贫困户和部分边缘贫困户增收致
富，如期实现同步小康。

聚力打造新材料产业链新高地

新材料应用产业园落户利津开发区

□于向阳

近日，利津经济开发区津卓城投集团与诚城联合集团签约合作共
建新材料应用产业园项目。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占地约132亩，
主要建设标准化工业厂房、研发、实验中心等。建成后，可吸纳高端
化工新材料企业，生产广泛用于精密机械、新能源等领域的产品，实
现向产业链高端跃升，加快对产业链高精尖领域的顶端整合。

新材料应用产业园是利津经济开发区改革创新的生动实践，是开
发区推行“管委会+公司”运营模式的有力探索。自去年以来，利津
经济开发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加快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有关要
求，完成职能剥离移交，建立健全绩效考核、薪酬管理体系，构建起
“党工委(管委会)+公司+基金+专业团队”的新型运行体制，改革创
新工作全面进步。

镇域传真2020年1100月1155日 星期四四

电话:(0531)851966449900 77
用“绣花功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平阴县孔村镇奔小康“一个不能少”

□王娜 李悦 刘晓宇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提
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增强群众幸福感
和获得感，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把脱贫
攻坚工作作为头等发展大事和第一民生
工程，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坚定信心、
迎难而上，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再上
新台阶。

全员走访全覆盖
精准排查促整改

昆仑镇按照“走访到户，覆盖到
人”的原则，扎实开展“全员大走访”

活动：组织所有包村干部、帮扶干部深
入贫困户家中，通过谈心等方式全面了
解贫困户致贫原因、家庭收入、医疗支
出情况等，并为贫困户送去生活日用
品。

昆仑镇积极开展守望相助“1+4”共
建洁净庭院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1名
共产党员和周边四邻4名志愿者为具体帮
扶人员，每周一次到贫困户家中进行志
愿清洁服务。“现在家里亮亮堂堂，村
里的老伙计也愿意来家里坐坐了。”奎
三村的王大爷笑呵呵地说道。

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昆仑镇
集中开展攻坚行动：一是强化问题梳

理，全面开展各工作片脱贫攻坚互查工
作。二是强化问题整改，针对摸排出的
问题召开会议，整改落实。所有问题全
部整改到位后，互查组再对问题整改情
况进行第二轮互查，确保问题整改效果
落地落实。

自力更生铺富路
特色产业助脱贫

一是培育特色产业，实现持续“造
血”。昆仑镇大力推进“互联网+现代农
业”。省级扶贫重点村马棚村成立椿芽
专业合作社，全村户均增收600余元。

二是入股优势企业，实现稳定“造

血”。2019年，投资建设七河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食用菌菌棒大棚5000平方米，
每年可获得固定收益35万元用于分红，实
现贫困户年人均增收607 . 63元。

三是成立西部旅游度假区联村党
委。在旅游产业项目上突出一个“联”
字，依托牛记庵的品牌效应，连片抱
团，带动部分山区村摆脱落后的局面，
全面助力脱贫攻坚。

“困难群众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
题，在共同奔小康的路上一个都不能掉
队。昆仑镇将继续以脱贫攻坚工作为中
心，夯实工作责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昆仑镇党委书记单志革表示。

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打好脱贫攻坚“组合拳”

④④

高唐县清平镇

文化惠民助力脱贫攻坚
□王新华 臧小林

聊城市高唐县清平镇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立足于满足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努力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开展“情留千年古镇”系列文化
活动，礼赞清平新征程，展现群众精神新风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

清平镇文化部门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搭建百姓舞
台，组建巡回演出文艺小分队分赴各个乡村巡回演出。京剧协会的爱
好者每天下午都相聚清平镇文化站，让京剧艺术瑰宝在新一代中薪火
相传。清平镇文化站举办的2020年广场舞大赛，来自全镇12个村的100
多名广场舞爱好者随着《十送红军》《大海航行靠舵手》《中国歌最
美》等或温柔细腻或热情豪迈的歌曲，激情起舞，一支支舞蹈或柔美
婉约或激情四射，或欢乐豪放或灵动飘逸，展现了基层群众丰富多彩
的精神生活、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脱贫攻坚道路上的喜人变化
和辉煌成就。“艺术来源于人民，回馈给人民，我们就是要将原汁原
味的文艺演出送到群众中间，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清平镇文
化旅游服务中心主任常志敏表示。

阁清平镇举办的广场舞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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