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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三留守”爱心服务体系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今今年年再再建建22000000所所幸幸福福院院
20个村镇先行

试点“乡村记忆”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村子富了，却也空了

在临沂市平邑县沂蒙山
腹地，有一个名叫“油篓”的小
山村，全村6成以上村民都盖
起了楼房、别墅，村子里楼房
崭新、马路干净、行道树四季
常绿，跟城市几乎没有差别。

但这个曾经获评“山东最
美村庄”的村子，却太过冷清。
村民十有八九外出做煎饼生
意，一年到头难得回家几天，
村子富了起来，却成了名副其
实的“空心村”。

油篓村在全省并非个例，
“空心村”已经成为农村的普
遍现象。不光是在偏远山区，
很多临近城市的村庄也面临
年轻劳动力转移、村里难见年
轻人的境况。

“我们在农村做过调研，
很多村子成了‘空心村’，年
轻人都出去打工，平时很难
见到45岁以下的年轻人。”省
政协委员、山东得益乳业董
事长王培亮长期与农民打交
道，对农村十分了解。他说，
农村的年轻劳动力目前大多
数转移到了城里，村里剩下
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我们以前的一些散户养殖
户慢慢都不养了，岁数大了，
养不动了，想要找个继承人
接着养都找不到。”

妇女成主要劳动力

“根据我们的调研，我省部
分地区已经出现撂荒现象。”省
政协委员刘世琦说，“现在从事
农业种植的都是45岁以上的人，
等他们上了岁数不能再种地，谁
来种地是一个大问题。”

省 妇 联 曾 做 过 专 门 调
研，发现在多数农村家庭中，
留守妇女已经取代男性成了
主要劳动力。“这些妇女大多
文化层次不高，少数甚至接
近文盲，她们的劳动强度、心

理和生理压力都很大，几乎
所有的妇女都有不同程度的
妇科病。”省妇联副主席范晓
丽说。

年轻人去了城市，对于留
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
的服务设施体系却没有建立
起来。

“留守老人本身的养老就
是个问题，还要干活和照顾留
守儿童，能保证孩子的安全就
不错了，在对孩子的教育、辅
导等方面难免会出现不足和
偏差。”省政协委员黄晓光说，
父爱母爱的缺失，对于留守儿
童的成长很不利。

四市试点关爱体系

“把‘三留守’写进政府工
作报告，虽然只有短短几句
话，但意义重大，指出了政府
解决‘三留守’问题的方向。”
省政协委员贾国哲说。

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
善事业促进处处长苏道义介
绍说，在构建农村留守老人关
爱体系方面，去年一年，省民
政厅做了不少努力，出资1 . 96
亿元在农村建设了2816所幸
福院。“一个院设置的养老床
位 不 少 于 2 0 张 ，这 样 就 为
56320名农村留守老人解决了
养老床位问题。”

苏道义说，2014年，省民
政厅将再建2000所幸福院，到
2015年底，实现农村社区养老
幸福院半覆盖。

对于留守妇女儿童的关
爱体系建设，“山东是全国11
个试点省份中的一个，2013年
省妇联联合省教育厅等部门，
开始在德州、临沂、泰安、济宁
进行试点。”范晓丽说，截至去
年年底，全省已经建立了700
多个留守儿童快乐成长活动
站、20000多个留守妇女互助
组。

范晓丽说，构建“三留守”
关爱服务体系，需要政府加大
投入，把目前在4个市的试点
推广到全省范围。

“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留守妇女、儿童的权益谁来维
护？”随着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留守老人、留守妇
女、留守儿童”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课题。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建“三留守”的爱心服务体系
可谓适得其时。

本报记者 乔显佳

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新农村建
设中，如何将宝贵的乡土传统文化、
乡土建筑这些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
产，以“原真性、整体性、活态性”的形
态保护好、展示好、传承好？17日，省
长郭树清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
出实施“乡村记忆”工程，发力乡村文
化遗产保护。

生产工具和习惯

都纳入保护

省文物局副局长由少平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说，当下，中国正由“乡
村中国”向“城市中国”加速迈进，保
护乡村文化的任务非常重要。此前城
镇化进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经验和
教训应加以注意。广大乡村承载着特
殊的乡村文化遗产，体现了文化的多
样性和独特性，为此他们提出“乡村
记忆”工程这一全新设想。

由少平介绍，“乡村记忆”工程要
保护的对象有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
位的传统建筑、民居、街巷、祠堂、园
林、乡村大院，以及生产工具、生产遗
物遗迹、生产习惯、节庆习俗等。我省
在推进“乡村记忆”工程中，要引入民
俗生态博物馆、乡村(社区)博物馆等
新概念。

由少平说，我省“乡村记忆”工程
中，一个原则是不建设新的场馆，尊
重和保持农村文化的现状，尽量利用
农村现有的设施，并使其重新发挥作
用。

鼓励社会力量

共同实施

由少平说，“乡村记忆”工程欢迎
和鼓励社会力量加入，比如探索将古
镇村变成乡村旅游点，引导当地农民
投身农业生产活动之外的文化产业
等活动，逐步提高生活水平。

按照设想，春节之后“乡村记忆”
工程将马上实施，首先在全省找20个
村或镇作为试点，借此在上半年形成
标准。2014年内，计划在全省范围内
加紧推进此项工作。下一步，省文物
局、山东大学将对接，形成详细的实
施方案。

关爱留守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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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村幸福院半覆盖

关爱留守妇女儿童

农村幸福院

农村幸福院

到2013年底，全省已建立700多个留守儿童
快乐活动站、20000多个留守妇女互助组

全国11个省份试
点关爱体系建设

山东有德州、临
沂、泰安、济宁4

市试点
●

未来5年将实现

2000万亩土地托管

当下，我省农村进城务工的人数占比达到
了58 . 4%，留守农村的劳动力普遍老化。今后农
村土地怎么种？谁又会来种地？这都成了摆在面
前的棘手问题。

“我省基层供销社现在是以大田托管为切
入点，领办合作社，探索出了一条农民进城打
工、供销社给农民打工的土地托管模式。”省供
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侯成君表示，土地托
管模式解决了农业科技的“最后一公里”，实现
了农业亩均增产20%-30%，农民户均增收400-
800元。

侯成君说，这种托管模式已在济宁汶上县
试点近5年，目前，全省已有530万亩土地实现托
管。按照规划，未来5年内将推广到2000万亩。

本报记者 孟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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