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莒县政协委员、县民政局局长来永超：

清清查查低低保保资资格格
节节省省财财政政支支出出 660000 万万

莒县人大代表、城阳街道岳家村社区党委书记许传江：

出出钱钱集集中中赡赡养养
千千余余户户 6600 岁岁以以上上老老人人

2014 年莒县城阳街道岳
家村社区新建的 3 座养老公
寓将投入使用，整个社区 1000
余户 60 岁以上老人将都能实
现集中赡养。岳家村社区党委
书记许传江说，他们社区未来
的发展重点是转变社区居民
以及干部的思想，让公心深入
到每个社区居民心中。

文/片 本报记者 彭彦伟 辛周伦

莒县人大代表、城阳街道
岳家村社区党委书记许传江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

“民政工作就是个良心
活，我们的工作就是去帮助
那些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
人。”10 日，莒县政协委员、
县民政局局长来永超说。近
年来，莒县民政局对不符合
低保条件的居民进行注销，
由清查前的 5600 多人减到
2405 人，共节省财政支出近
600 万元。

本报记者 彭彦伟 辛周伦

规范城乡低保

来永超介绍，2013 年民政部门一项
重点工作就是规范城乡低保工作。“近几
年我们对城市低保进行了‘翻牌 ' ，要求
重新申请、申报，严格执行低保工作规
程，对不符合条件的一律取消低保资
格。”

据介绍，2012 年之前，低保户是只进
不出，享受低保的人数每年快速递增，
2013 年上半年开始，民政部门对享受低
保的居民，入户到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不
符合条件的进行注销。由清查前的 5600

多人减到 2405 人，共节省财政支出近 600

万元。
“我们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顶着很

大的压力，毕竟清出一些老低保户是相
当困难的，但是我们严格按照政策来实
行，一视同仁。”来永超说，将申报渠道全
部公开，只要符合条件的就予以办理。

推进社会养老建设

来永超介绍，当前民政部门正强力
推进社会养老服务机构项目建设，逐步
提高社会养老服务能力和水平。2013 年，
建成 37 处农村幸福院及 2 处城市社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21 处农村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新增养老床数 946 张。

“坚持一院两制，巩固政府基本养老
服务，增添社会养老服务功能，并鼓励民
间社会组织介入，共同推进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来永超说。

“老年人聚集在一起，既可以相互照
料，又可以彼此谈心、娱乐，可以减轻子
女的一些负担，使老年人精神上得到慰
藉。”来永超说。

此外，2013 年，莒县民政部门还探索
服务创新模式，将原来的 1195 个行政村
合并成 170 个社区，规范管理体制，推动
了基层建设和发展。

来永超介绍，之前的行政村，农村干
部自己说了算，不公平、不透明的现象比
较多。“现在建立起社区后，村干部自己
不能自作主张，要与村民、党员共同议
事，增加了公平度、公正度，人民群众也
满意了。”

莒县政协委员、县民政局
局长来永超接受本报记者专
访。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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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区书记是二次创业

1 月 10 日下午 2 点，记者见到了城阳
街道岳家村社区党委书记许传江，他介
绍，2013 年岳家村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一
万四千余元，但社区内其他村的人均收入
只有七八千元。

“以前岳家村经济基础比较好，所以
村民收入要比其它村要高一些。进行社
区改造之后，8 个村成立了大的岳家村
社区，现在我们想的就是如何让其他村
的收入能更高一些，也能达到像岳家村
一样的收入。”许传江说。

已经年近 60 岁的许传江当选社区书
记后，笑称是自己的第二次创业，许传江
介绍，现在他们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扭转社
区居民的发展观念，“现在村里土地都不
多了，如何把居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
村经济获得更大发展，是我们要考虑的问
题。”

“公心”文化深入人心

为让居民生活更方便，集中兴建的社
区居民楼明年下半年即将投入使用，配套
设施一应俱全。而扩建的 3 座老年公寓明
年也能投入使用，“到时候整个社区千余
户 60 岁以上老年人将实现集中赡养，而
且所有费用由社区出。”许传江说。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岳家村社区也不
断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公心文化建设，2013年由岳家村社区
兴起的公心节在全县推广。

许传江介绍，举办“公心节”就是为
了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树立公心为民
的理念，从“公”字出发去干事，干部有
公心，群众才会满意，干部群众才能相
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才能形成
和谐发展的局面。“只有公心，村民才能
相信你，办事才更顺畅，满意度才更
高。”许传江说。

同时，莒州文街二期工程也已经完
工，又将打造成为莒县文化发展的一个
地标性文化区域。“不仅物质上要富，精
神上也要富裕，只有精神凝聚起来了，
社区发展才更有希望、发展才更快。”许
传江说。

莒县政协委员、莒县福利服装厂厂长辛兴芬：

帮帮4400余余对对残残疾疾人人喜喜结结连连理理
本报记者 彭彦伟 辛周伦

厂里有 138 名残疾工人

莒县福利服装厂现在有
138 名残疾人，占工人总数的
6 0 % 。只要是残疾人送到厂
子里，辛兴芬都会接收。“家
人 把 他 们 送 来 是 对 我 的 信
任，我相信能帮助他们找到
正确的道路。”辛兴芬说。

曾经也有些人建议辛兴
芬少收一些残疾人，提高工
厂的效率。

但辛兴芬并没有采纳，
“就算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
人，能接收我也接收，凭的就
是大家对我的信任。”辛兴芬
说。

残疾人更需要经常谈心

在辛兴芬眼里，经济效
益并不是第一位的，如何让
每一个残疾人更健康的生活
才是她最大的愿望，这种健
康更多的是一种心里辅导。

每送来一个残疾人，辛
兴芬都要花好几天对他们进
行心里辅导，“很多残疾人心
理上也比较自卑，很容易走
极端，所以要及时对他们进
行辅导。”辛兴芬说。

为了更好地与残疾人交
流，辛兴芬还自学了手语，虽
然并不是很精通，但日常交

流已经没有大碍了。
而且辛兴芬还经常与残

疾人聊天，不会手语之前，她
和聋哑人之间就用写字的方
式交流，“经常一晚上写一摞
纸，交流到深夜都很正常。”
辛兴芬说。

残疾人都叫她妈妈

有些残疾人从辛兴芬进
厂就跟着她干，已经有 20 多
年了。辛兴芬对他们的照顾
可谓无微不至，辛兴芬帮助
4 0 余对残疾人找到另一半，
步入婚姻殿堂。

“给每一个残疾人介绍
对象都要费很多口舌，比正
常人要难的多。”辛兴芬笑着
说，“我的家人都说我，花在
残疾工人身上的时间，比照
顾家人的时间都多。”

现在福利服装厂的残疾
工人，平均月工资在 3000 元
以上，厂里还管吃管住还给
交保险，只要结了婚，厂里还
给提供夫妻房。

辛兴芬的付出也得到了
残 疾 人 以 及 他 们 家 人 的 认
可，在残疾人眼里，辛兴芬就
是他们的爱心妈妈。

“听着他们叫我妈妈的
时候心里也非常暖，感觉所
有得付出都值了。”辛兴芬
说。

辛兴芬从 1994 年进入
莒县福利服装厂，20 年时间
里她先后培训安置了近 200
名残疾人就业。

辛兴芬不仅要教残疾
人工作，更要教他们如何做
人，心理上如何健康成长，
另外，她先后帮助40余对残
疾人走进婚姻殿堂。

莒县政协委员、莒县福利
服装厂厂长辛兴芬接受本报记
者专访。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

莒县政协委员卢相国：

资资助助2200名名小小学学生生
直直到到大大学学毕毕业业

莒县政协委员、日照鲁腾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相
国今年的提案是关于诚信建设
方面。靠着诚信卢相国从一个
建筑小工成长为年产值 6000
余万元的建筑企业老总。

莒县政协委员卢相国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 彭彦伟

“诚信可以使一个企业壮大，
也可以毁掉一个企业。”卢相国
说，不仅要对职工诚信，还要以诚
信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工程。

作为一个建筑公司，诚信关
系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靠着诚
信卢相国从一个建筑小工成长
为年产值 6000 余万元的建筑企
业老总。

有了钱，卢相国也不忘回馈
社会，目前他已累计投入公益事
业十余万元。

日照鲁腾建筑公司成立于
1997 年，17 年来从未发生过一起
质量事故，为避免出现质量问
题，卢相国每周都会对工程进行
定期检查，并不定期的对员工进
行质量以及安全方面的培训。

“对于我们这样的小企业，
只有靠更好的信誉、更好的质量
来赢得市场，否则只会砸了自己

的牌子。”卢相国说，“干建筑就
是做良心，一栋结实的建筑不仅
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更关系
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对于近几年非常敏感的农
民工工资问题，鲁腾公司从未发
生过任何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投
诉。

“我就是从一个小建筑工干
起来的，了解农民工的辛苦，知
道干完活拿不到工资的辛酸，因
此无论如何我都会把农民工工
资准时发齐。”卢相国说。

经济条件好了，卢相国开始
回报社会，每年他都会拿出一定
的资金资助一些困难户以及品
学兼优的学生等。

就在前几天，卢相国刚刚资
助了 20 名贫困小学生，这些孩
子从现在到大学毕业所有学费
都由卢相国承担。

本报记者 彭彦伟 辛周伦


	R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