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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4月 1 2日讯
(记者 张超) 12日，聊城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靳凤莲
做客“12345”市长热线，就
脱贫攻坚、国土资源保护、
智慧聊城等市民关心的热
点问题接听来电，并回答
记者提问。

靳凤莲介绍，在全市
划定的脱贫攻坚区域中，
市委、市政府确定由市国
土局作为黄河故道北片区
脱贫攻坚工作的市直牵头
部门，黄河故道北片区共涉
及临清市、高唐县、茌平县3
个县(市)的15个乡镇、67个
省级重点贫困村，涉及贫困
户1 . 25万户，贫困人口2 . 85
万人。截至目前，北片区累
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2 . 37
亿元，整治土地12 . 55万亩，
修建村村通道路100 . 3公
里，改造农村危房637户，新
建 学 校 5 所 ，教 学 楼 面 积
1 . 37万平方米等，这些基础
项目的实施极大地助推了
脱贫攻坚工作，在各级共同

努力下，黄河故道北片区共
退出省定贫困村29个，脱贫
户9000余户、2 . 1万人。

同时，编制了《国土资
源 扶 贫 开 发 相 关 文 件 汇
编》和《黄河故道北片区图
件汇编》，找准土地政策服
务保障脱贫攻坚工作的结
合点和着力点；科学编制
片区实施方案，为提高脱
贫攻坚工作的针对性和科
学性，市国土局联合其他
帮包部门组成调研组，赴
黄河故道北片区进行专题
调研，有针对性地了解片
区内贫困村在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
等方面的需求。

详细绘制片区脱贫作
战图，为提高扶贫开发工作
的精度和准度，市国土局认
真研究贫困村布局特点，结
合工作实际，详细制作了北
片区及县(市)、乡(镇)三级
卫星影像图、土地利用现状
图、土地规划图，着重标注
了贫困村，明确了脱贫攻坚

计划，开启了精准扶贫新模
式。积极发挥部门职能优
势，详细制作了全市省级重
点贫困村分布图，把省级重
点贫困村全部标注上图，实
施“挂图作战”。

运用国土政策实施精
准脱贫，运用增减挂钩政
策，将符合条件的2 1个贫
困 村 全 部 纳 入 项 目 区 范
围。其中，7个贫困村已完

成 拆 旧 、复 垦 、验 收 等 工
作，涉及面积1132亩。用足
用活增减挂钩政策，积极
调动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区
建 设 ，采 取“ 以 挖 潜 换 新
增”的方式，推动指标市内
交易，加快土地收益增值
变现，所得增值收益全部
用于贫困村危房改造、新
农村建设、基础设施提升
等精准扶贫工作。

聊城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靳凤莲做客市长热线

2299个个村村脱脱““省省定定贫贫困困村村””帽帽子子

12日，聊城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靳凤莲做客市长热线。

本报聊城4月12日讯(记
者 张跃峰 通讯员 郭
健辉 解学刚) “没想到这
次住院给报销的真不少。”
冠县78岁的老位拿到报销
单后惊讶地说，位恩奎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今年因突发
脑栓塞在聊城市第三人民

医院进行了治疗，这次住院
各项花费约有6 . 1万元，医
保报销了约4 . 3万元，大大
减轻了老人的经济负担，切
实感受到了医保政策带来
的温暖。

近年来，按照冠县县
委、县政府脱贫攻坚计划，
针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该
县推出了医保政策优惠包：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保
精准扶贫，三项政策的有机
结合使位恩奎的实际报销
比例达到了70 . 5%。

与此同时，冠县人社局
结合自身职能以实施大病
保险为契机推进医保精准

扶贫：对符合条件的农村贫
困人口参加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积极申
请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实现
应保尽保；积极落实大病保
险惠民政策，对符合条件的
参保居民，大病保险起付标
准由1 . 2万元降到0 . 6万元，
符合规定费用每段补偿比列
提高5%，年度大病保险最高
支付限额由30万元提高到50
万元；拓宽大病保险药品目
录，增加药品报销品种，将一
些特效药品纳入大病保险报
销范围；及时报销，提高服务
水平，对建档立卡的贫困人
员实施医保精准扶，提高了

贫困户的报销比例，同时在
市内实现了联网结算，对于
不能联网结算的，可持相关
材料到冠县人保财险公司进
行二次报销，使大病保险政
策在医保精准扶贫中的作用
真正发挥。

据介绍，冠县人社局还
将加大与大病保险承保公
司的联系，就精准扶贫政策
落实、扩大联网结算范围、
缩短报销时限等进行密切
配合，建立大病待遇支付

“绿色通道”，减少该县群众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
发生，确保医保精准扶贫政
策惠及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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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4月12日讯(记
者 张跃峰 通讯员 任
瑜) 在农村，不少贫困户都
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像
莘县王庄集镇前呈村的赵同
全。这个47岁的农村汉子只
有小学文化，而且属于一级
肢体残疾，没有劳动能力。

在今年之前，他还是经
济收入微薄，是村里的低保
贫困户。因自身残疾，不能
下地干活，更不能外出打
工，赵同全曾一度失去生活
信心，有段时间整天精神萎
靡不振，除去吃饭就是睡
觉，周围邻居谁劝也劝不到
他心里。

为了帮助赵同全脱贫，
村两委干部没少费心思。了
解到赵同全是内向人，因身
体原因还有点自卑。村支部
书记赵振合一直都是心里
着急，后来大家合计着，赵
同全虽然没有劳动能力，但
是头脑还比较灵活，是不是
可以帮着他弄个代销点。有
了这个念头之后，赵振合就

分别召开村两委会与全体
党员会，发动群众捐款。捐
款时，赵振合带头捐了500
元，其他有300的、150的、
100的、50的，还有30的、20
的，10元、5元的也有，80%以
上的群众都捐了，最后一合
计捐款达9530元。

看到村里人这么帮自
己，赵同全深受感动，再也没
有了自暴自弃的念头，反而积
极地配合起来。在村干部帮助
下，两天就把开代销点的房子
倒腾好了。打电话、进货也不
在话下，到第六天就开张了，
噼噼啪啪鞭炮声中，赵振合带
头前去捧场。看到村干部都来
了，赵同全非常激动，自己操
控着轮椅迎上去，与大家说了
好一阵子的话。看到赵同全脸
上写满愉快，村干部们也算放
下了心来。

经过一年的精准帮扶，
在村两委班子的帮助之下，
赵同全也很配合这一安排，
积极在家开设村内代销点，
平时收入完全够他的开销。

后期，赵同全又在村两委的
帮助下扩大了经营规模，村
内超市每个季度大约收入
2000-3000元。增加了农药

销售和喷雾剂出租经营项
目，这项收入成为了他脱贫
的主要力量，完全达到了脱
贫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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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国土局已在阳谷县进
行了试点，将增减挂范围内的贫困
村周围的坑塘、林地等未利用地进
行复垦，复垦验收合格的新增耕地
形成的占补平衡指标，按照市场价
格交易，交易收益由县级政府优先
用于省级贫困村的脱贫工作。

按照往年的项目整治规模，
2017年全市将有9万亩高标准农田
整治计划，大致有2亿的无偿资金，
要求各县 (市 )结合各自的实际情
况，尽量将整治项目安排部署到四
大扶贫片区。同时，以储备融资引领
脱贫攻坚，借助市土地储备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融资平台的作用，推动
平台与县(市、区)政府增减挂钩项
目合作，截至目前，已指导市土地储
备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阳谷、
茌平、高唐、莘县4个县签订了合作
协议，协议实施完成后，可节余挂钩
指标1184亩，提供精准扶贫资金2 . 96
亿元。 本报记者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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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用于脱贫

2016年，聊城市测绘地理信息
工作以时空信息云平台试点项目
建设为抓手，目前，平台集成了覆
盖聊城市主城区270平方公里现势
强的政务网矢量电子地图数据、正
摄影像数据、地名地址数据、倾斜
摄影数据和三维精细建模数据等8
类数据及7个县(市)主城区390平方
公里空间地理信息数据，空间地理
信息大数据中心已经建成。平台连
通了政务内网、互联网、国土资源
三级业务网及公安专网，实现与政
府各委办局、各县(市、区)数据的互
联互通。

将国土资源11个图层和市级领
导帮包的精准扶贫片区及省级贫
困村全部落到图上，并部署到移动
终端平板电脑，便于扶贫工作的开
展。同时，结合聊城各县(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现状，县级数字城市建设
采取了市县一体化的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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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责任落实到位，逐级
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全市
所有建设占用耕地项目均严格执行

“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先补后占”政
策，确保了补充耕地数量、质量双到
位，认真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
作，优先将城镇周边和交通沿线优
质耕地、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划入基
本农田，最终使市本级城市周边划
定范围内基本农田保护率达到
60 . 24%全域共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724 . 05万亩，完成了省下达的划定
任务。

另一方面，超额完成高标准农
田建设任务，“十二五”期间，上级下
达聊城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264
万亩，实际建成高标准农田294 . 7万
亩，完成比例111 . 6%，超额完成了省
下达的任务。截至目前，全市实有耕
地面积858 . 86万亩，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747 . 37万亩，分别比省政府下
达任务量多出14 . 22万亩和23 . 32万
亩，实现了对耕地的 “三位一体”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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