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7
2013 年 3 月 25 日 星期一 编辑：李怀磊 组版：杨思华

今日聊城

组合式大棚从北京来到山东
“三个没想到”背后饱含深深的助农情怀

本报记者 刘铭 本报通讯员 俞丽娟 郭素彦 刘玲

“ 省 卫 生 厅 的 5 位
‘第一书记’是去年 4 月
份来的。当初，我们没想
到他们给农民办这么多
实事，没想到他们的付出
这样多，没想到厅里的支
持这样大。”2 月 27 日，
谈起“第一书记”，阳谷
县李台镇党委书记马德
军，对记者连说了三个

“没想到”。
据 介 绍 ，“ 第 一 书

记”进村后，很快摸清了
大寺一村等 5 个村的情
况，然后对症下药，他们
制定了《包村脱贫发展规
划》，提出“通路通水”等

“五通”和“有致富项目”
等“十有”目标。省卫生
厅厅长刘奇到李台镇现
场考察，回去两次召开党
组会，对脱贫规划进行论
证 完 善 ，针 对“ 五 通 十
有”每一项指标都有详尽
的规划内容。以红头文件
下发到各单位、处室，在
资金等各方面给予大力
支持。

“第一书记”们与省
农科院的专家反复沟通，
决定以种菜、养殖为突破
口。去年 8 月上旬，驻武
堤口一村“第一书记”刘
社，克服人员短缺等困
难，发动农民建起 50 亩
的大棚。10 月初开始收
获，每亩菜的收入已经过
万元。这个项目的成功，
坚定了他们发展高效农
业的信心。他们争取协调

资金 750 万元，建 156 个
高标准钢架结构大棚。在
施工现场，焊花四溅，一
个个占地 2 亩的大棚初
见雏形。

省卫生厅驻李台镇
帮扶组组长刘用立介绍，
这种组合式大棚，是从北
京引进的，在咱省是头一
家 。宽 1 3 . 4 米 ，高 4 . 5
米，长度可以调节为 60
米、70 米，能抗大风和暴
雪，保温效果好，用几十
年没问题。种无公害蔬
菜、葡萄等，年可增加农
民收入 310 万元。

据了解，5 位“第一
书记”先后赴河南、江苏
等地考察，依托卫生系统
的资源，引进了总投资一
亿元的医疗卫生耗材项
目。该项目即将开工建
设，投产后可安排附近村
庄的 300 多名农民就业，
年营业额可达 2 亿元。该
项目每年拿出营业额的
1 . 5% ，作为所帮扶村的
集体收入和贫困户的扶
助金。解决贫困村无集体
收入、发展后续乏力的难
题。

投 资 6 0 余 万 元 的
小农水工程等多个项目
相继落地，金堤河两岸
2 0 0 0 多 户 农 民 喝 上 了
放心的自来水，村卫生
室进行了全面改造，李
台镇成为全省第一个拥
有 远 程 会 诊 中 心 的 乡
镇。

路畅了，街上有路灯了，村里还建成了“运动广场”

帮扶工作实打实赢得群众笑脸
本报记者 刘铭 本报通讯员 刘玲 实习生 潘晓君

走进阳谷县阿城镇孙楼村，往
日那泥泞不堪，坑坑洼洼的路面已
经被平整干净的水泥路面代替，村
民进村出门时那常年紧锁的眉头
如今也舒展开了。“孙书记为我们
修的这条路可解了我们的大难题
了。”村民口中的孙书记就是阳谷
县财政局驻孙楼村的“第一书记”，
而修路仅仅是他为村里办的实事
之一。

去年 3 月份，孙广坤来到了孙
楼村。上任伊始，他主动地与阿城
镇党委政府、管理区以及包村干部
沟通交流，并采取走访谈心的方式
很快融入到百姓中去。在走访过程
中，孙广坤还与困难户魏继秋一家
等结成了帮扶对子。

“ 帮 扶 工 作 就 得 实 打 实 。”这
是 孙 广 坤 常 说 的 一 句 话 。他 了 解
到 孙 楼 村 一 直 存 在 缺 少 体 育 器
材，老百姓健身无处去的问题，为
此，他争取资金 10 万元及健身器
材 一 套 ，利 用 集 体 空 闲 地 建 设 了
一 处 村 民 体 育 运 动 广 场 。清 晨 午
后 ，农 闲 时 分 广 场 里 开 始 变 得 热
闹非凡、其乐融融。孙广坤说：“群
众的笑脸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
肯定。”

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用在
孙楼村那是再恰当不过了。孙楼村

的蔬菜大棚有二百余个，按理说蔬
菜方面的受益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可是村内道路年久失修，蔬菜物资
的运输也成了问题。为此，孙广坤
积极向上争取资金 67 万元，对该

村道路进行了硬化，共修建宽 6 米
的水泥路面 1900 余米。同时争取
上级亮化资金 10 万元，为该村安
装了路灯，解决了村里的公共照明
问题。

“第一书记”孙广坤(右一)同村干部在研究村民休闲运动场地规划。(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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