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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元旦特刊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崔岩

年过七旬有了工作
老两口家门口就业

目不识丁的张凤英老太太
自豪得很，自己面朝黄土背朝
天了大半辈子，未承想年过七
旬，变成了有工作的人。每天早
上7点刚过，她就和老伴曹存
恩一块到村里的藤编户外家具
加工扶贫车间上班。张凤英的
活儿是编藤椅，而曹存恩则是
车间保洁员。

宽敞的车间里陆陆续续来
了人，大家边打招呼边顾着手
上的活儿。张凤英老人坐在凳
子上，把横向的藤条错落编入
已经钉好的竖向藤条里，一把
藤椅慢慢成形。老人说，自己年
纪大了，眼神不好，手还慢，一
天也就能编两三把。工资是计
件按月结算，上下班时间灵活，
一个月下来能挣三百多块钱，

“手巧的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块
呢！”老人很知足，“别的活儿人
也不要咱，坐这儿舒舒服服的，
编编藤椅还能说会话，比待在
家里强。”

77岁的曹存恩老人拿着笤
帚认真扫地，他早晚打扫两遍，
一个月工资450元钱。两位老人
的活儿都不重，也没有太多难
度，离家近，时间自由，这对老
人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以前不敢想
好日子还在后头

张凤英所在的车间，是政
府与企业共同援建的标准化

“扶贫车间”。300多平方米的
敞亮车间里，120多名村民从
事藤编加工，其中1/3是贫困
户，每人每月收入 4 0 0 元到
1500元不等。

鄄城县地处黄河滩区，全

县有129个贫困村，村里大多
是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前些
年，有些厂家为降低成本，将一
些技能要求不高的工序转移到
村里，搭起“小窝棚”招揽群众
务工。2015年起，菏泽市因势
利导，通过财政扶持、援建捐建
等方式，把“小窝棚”升级改造

成“扶贫车间”，让这部分劳动
力充分发挥价值，脱贫致富。

张凤英的儿子10年前出
了车祸，伤了脊柱落下残疾，儿
媳改嫁。照顾卧床的儿子三四
年后，家里穷得丁当响。如今老
人编藤椅每月能挣三四百元，
她还是村里的扶贫联络员，一

月还有200元工资，而老伴每
月也有450元的工资。此外，算
上老年人补助、光伏发电补贴、
土地流转收入，一年下来俩人
收入有2万元。新的一年，老人
说：“继续好好干呗，好日子还
在后头，长着呢！”

挖潜乡村旅游

新年有了新目标

因为“扶贫车间”的出现，
生活发生巨大改变的贫困户不
在少数。西曹村党委书记曹海
军告诉记者，全村3513人，共
有380人、149户贫困户，如今
没脱贫的只有 20多户、60多
人。

“扶贫车间”的创新形式让
不少被困在家门口的劳动力重
新发挥了价值，改变了命运。今
年起，乡村旅游成为西曹村进
一步挖掘潜力的新举措。曹海
军说，过去村里灰头土脸，如今
修成了景观湖，建好了旅游码
头，湖里泊着6艘游船。湖边的
公园广场衬着绿草鲜花，“公园
的石头里还藏着音响，每天放
着音乐，听着心里就特敞亮。”
村里的道路都硬化了，还用花
岗石修了马路牙子，“希望来咱
村旅游的人都能夸一声好。”

据曹海军介绍，2018年是
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年，任务
要兜底完成。村里用扶贫车
间巩固一部分就业后，计划
利用农家乐、乡村旅游等形
式，进一步扩大脱贫致富的
成果。“等到2018年，咱们全村
都要脱贫！”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崔岩

滩区迁建全面铺开
给60万群众稳稳的家

黄河滩区是我省的特殊贫
困区域，滩区脱贫与迁建工作
已纳入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民生工程。

摆脱遭遇水灾的心悸，跨
过贫富差距的分界岭。对于
6 0万黄河滩区群众来说，迁
建致富的现实，正在快速到
来。

根据2017年出台的《山东
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规划》，规
划到2020年，总投资260 . 06亿
元，通过外迁安置、就地就近筑
村台、筑堤保护、旧村台改造提
升、临时撤离道路改造提升等
五种方式，实施黄河滩区居民
迁建工程，全面解决60 . 62万
滩区居民的防洪安全和安居乐
业问题。

“这项工作不仅涉及民生
问题，也关乎长远发展，是全省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中之重、
坚中之坚。”省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要拿出真招实招
硬招，以“绣花”的功夫做好
滩区迁建工作。今年，迁建工
程将全面铺开，投资规模在
122亿元以上，接近全部工程
总投资的一半。今年，外迁安
置将开工建设29个安置新社
区；就地就近筑村台，对去年
开工建设的17个新村台启动
安置新社区建设，同时开工
建设 13个新村台、安置 6 . 53
万人；还将改造提升 39个旧
村台、安置2 . 38万人；筑护城
堤30 . 44公里；建设撤离道路
290公里。

山东创新模式
全国范围推广

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
大。2 0 1 8 年，山东力争完成
2000个重点村脱贫，不让一户
一人在全面小康路上掉队。

今年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
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
质量，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
胃口，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
帮扶，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
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加
强考核监督。

建立扶贫车间，是菏泽市
鄄城县董口镇党委书记李如玉
的创新之举。通过一个个不起
眼的“村内车间”，真正激发了
贫困户的活力，一个个具有本
地特色的扶贫产业项目发展起
来，一张张坚实的扶贫网编织
起来。

对能劳动的贫困人口，通
过发展生产、转移就业促进增
收脱贫。去年，山东实施产业扶
贫项目5680个，总投资35 . 02
亿元。全省已推广建成“扶贫车
间”5771处，吸纳9 . 8万多人口

“家门口”就业。
产业项目接地气了，精准

扶贫才能引出“活水”。如今，作
为山东首创的“扶贫车间”就地
就近转移就业模式，已成为全
国范围推广的一种创新扶贫模
式。

特色产业进村
特困群体兜底

根据规划，2018年，我省
达到每个贫困村形成1-2个特
色产业，每个有劳动能力、有
致富愿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都有1个增收项目的目标；全
省通过生态补偿实现4万人左

右脱贫；所有建档立卡患病贫
困人口得到有效救治，基本建
立解决因病致贫返贫的长效
机制。

“要瞄准最困难的地方、
群体，以产业就业扶贫、教育
扶贫、医疗帮扶等加快其脱
贫步伐。”省扶贫办主任时培
伟说。对能劳动的贫困人口 ,
可通过发展生产、转移就业
促进增收脱贫。对老弱病残
特困群体如何扶贫？资产收
益、民政低保、实物供给、邻
里互助四种方式可以对其进
行兜底保障。

盯紧“黄河滩”，聚焦“沂蒙
山”，锁定“老病残”，省经济工
作暨金融工作会上提出，2018
年，将注重向深度贫困地区发
力。

““扶扶贫贫车车间间””进进村村
老老两两口口““打打卡卡””上上下下班班

菏泽鄄城县西曹村78岁的张凤英老人没想到，她和老伴的生活会发生如此
翻天覆地的变化，戴了几十年的贫困帽子在2017年摘下了。老两口双双在家门口
就业，天天“打卡”上班，有了固定收入，这一切都源自村里建起了“扶贫车间”，落
实了一系列扶贫措施。

[[扶扶贫贫]]

在不久前刚结束的山东省经济工作暨金融工作会议上，精准脱贫被列为我
省今年三大攻坚战之一。对于山东来说，脱贫攻坚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
线任务，也是缩小我省东西差距、协调区域发展、破解山东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矛盾的必经之路。按照规划，山东242 . 4万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将在2018年
全部脱贫。山东如何才能打赢这场攻坚战？

224422 .. 44万万贫贫困困人人口口
今今年年全全部部脱脱贫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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