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脱贫攻坚

我省全力冲刺，确保年内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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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派驻耿庄村第一书记齐爱美变身“店小二”，帮果农卖苹果。

脱贫攻坚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给脱贫攻坚增加了难度。3月11日，省委举行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再动员再部署，提
出“大干300天，攻坚一整年”，挂出“作战图”，吹响“冲锋
号”。下一步，我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迎难
而上、真抓实干，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杨璐

收官之战瞄准“高质量”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2018年7月，我省印发《中共山
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明确了“2018年基本完成、2019
年巩固提升、2020年全面完成”
的脱贫攻坚工作布局，这是脱贫
攻坚的任务书、行军表、路线图。

从目前情况看，到2018年
底，我省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251 . 6万人，8654个省扶贫工作
重点村全部退出，基本完成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

2019年起，我省重点提高脱
贫攻坚质量，贫困发生率基本

“归零”，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
就。截至2019年底，着力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资助贫
困家庭学生25 . 4万人，改造贫
困户危房3 . 16万户，贫困人口
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分类开
展大病救治6 . 49万人次，400个
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完成饮水提
升工程。

如今，在岗“第一书记”每年
保持在1万名以上，“万名干部
下基层”实现了扶贫重点村全覆
盖；建立起基本医疗、大病保险
等五重保障，学前教育到高等教
育全过程资助；所有县（市、区）
农村低保标准全部达到省定标
准以上，实现应保尽保；推进黄
河滩区居民迁建，60万滩区群
众的“安居梦”接近实现。

2020年，山东又提出新的更高
要求——— 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

上述《实施意见》也明确，
2020年，山东要全面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消除绝对贫困；20个
脱贫任务比较重的县（市、区）基
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
全省平均水平；完成黄河滩区居
民迁建任务。

聚焦重点区域精准发力

济南市长清区归德街道的
黄河滩区外迁安置二期项目建
设现场，31栋单体已全部验收，
工人们开足马力进行强电、自来
水、天然气等配套建设，为4月底
的全面交付作最后准备。

“大干300天，攻坚一整年”，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
硬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
山东省扶贫开发办了解到，今年
脱贫攻坚将聚焦重点区域精准发
力，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60%以上投向相对深度贫困地
区，其中菏泽不低于40%。

今年3月出台的《中共山东
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统筹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意见》提
出，开展全面摸排，及时掌握贫
困人口和特殊困难群体生活状
况，提供一对一精准化服务。

全面落实“两不愁三保障”
和饮水安全政策。5月底前，春
季学期教育资助资金发放到位。
贫困家庭学生网络在线学习产
生的支出，可用教育事业收入或
学费收入中提取的学生资助资
金予以补助。对需定期就医或长
期服药的贫困人口，开展送医送
药上门。加快实施农村饮水安全
两年攻坚行动，完成1667个无集
中供水设施村通水工程。

坚决防止因疫致贫返贫

菏泽市定陶区天中街道郑

庄行政村扶贫车间里，十几名村
民经过体温检测、喷雾消毒等措
施后，进入车间劳作。缝纫机、锁
边机发出“嗒嗒”声，工人们熟练
操作，一件件衣服被缝制出来。

“虽然疫情对脱贫攻坚工作
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
暂时的、可控的。”山东省扶贫办
副主任宋文华表示，山东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推
进产业扶贫、就业扶贫、金融扶
贫，落实即时帮机制等，确保在
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完成目标。

我省把贫困人口和特殊困
难群体疫情防控作为重点工作，
对因疫情或其他原因可能返贫
或新致贫的困难民众，简化认定
程序，即时给予帮扶，坚决防止
因疫致贫、因疫返贫。今年以来，
全省有2881人纳入即时帮扶范
围。

对因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经
营困难的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可
根据其带贫成效等，给予不超过
50万元的一次性生产补贴。

对受疫情影响出现还款困
难的扶贫小额信贷、富民生产
贷，以及扶贫龙头企业带动贫困
人口增收有关的扶贫贷款，适当
延长还款期限。

扶贫干部牵线，村民宅家做手工
特殊时期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赚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杨璐

牵线搭桥为贫困村村民增收
入，变身带货“店小二”为滞销农
产品找出路……扶贫干部处在攻
坚最前沿，疫情之下，他们扎根扶
贫一线，向脱贫攻坚发起冲锋。

宅家上网课学手艺
每人每月增收千元

疫情当前，无法返工的村民
如何挣钱？这对贫困户特别是刚
刚脱贫的村民来说，无疑是“雪
上加霜”，长期不能返工，甚至有
可能返贫。这是济南市检察院派
驻南部山区下海螺峪村第一书
记王晓一直思考的问题。

“下海螺峪村是一个省级贫

困村，共有153户，380多人，其
中贫困户13个。外出打工是村
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王晓走访
发现，许多村民因为无法返工产
生了焦虑情绪。

防疫不能聚集，又要想方设
法为村民创项目增收。多方调研
后，王晓最终确定了中国结艺加
工这个方向，并辗转通过朋友联
系到历下区非遗传承人尹崇芹。

“尹老师听说是扶贫项目，
直接免去36800元代理费。不仅
免费传授技艺，还提供原材料并
回收成品。”特殊时期，王晓和尹
崇芹二人戴着口罩在雨中签订
了中国结艺加工项目协议。

签订协议第二天，“下海螺
峪村手工小组课程”微信群成功
上线。尹崇芹上午通过视频讲座

形式，免费给村民授课，下午在
线“改作业”。

目前，手工艺品加工小组已
经吸引了来自下海螺峪村及周
边村40多户家庭加入。尹崇芹
表示后期将持续发布订单，每个
学员每个月将为家庭增收1000
元左右。“王书记考虑周到，俺在
家看着两个孩子，不出家门就把
钱挣了。”村民唐银感激地说。

女书记变身“店小二”
微信带货卖苹果

装车、上路，又一车苹果从
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耿庄村运
了出去，3天内，沂源县派驻耿庄
村第一书记齐爱美已经通过朋
友圈帮助村民卖了近2000斤沂

源苹果。
耿庄村是省级贫困村，村民

主要增收产业就是种植红富士
苹果、大樱桃等农产品。开春之
际，果农需要卖了苹果，将资金
投入果园生产管理。

作为村里的第一书记，齐爱
美心里急，原本并不熟悉微信的
她一边学一边干，帮村民做起了
微营销。与农户沟通，为每户果
农建档立户；依照顾客需求建立
微信群。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县
城的订单由齐爱美亲自送货上
门，需要长途运输的，齐爱美就
想办法联系运输公司。

“脱贫摘帽，任重如山，贫困
不除，绝不返程。”带着这样的信
念和使命，齐爱美坚定地走在帮
助贫困群众脱贫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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