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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第一书记”摘掉“穷帽子”

章章丘丘精精准准扶扶贫贫的的文文祖祖样样本本
2014年9月，济南市

从精准识别的955个贫困
村中选定100个特困村，
由市、县两级示范帮扶，
其中包括章丘市21个特
困村。对这21个特困村，
在济南市派驻“第一书
记”基础上，章丘每村安
排2名市直机关干部、1名
镇机关干部担任助理，形
成“4帮1”的工作格局，因
村制宜制定帮扶发展规
划，通过各种工作措施，
提升乡村扶贫整体水平。

10月10日，章丘市在
文祖街道召开下派干部
包村暨乡村扶贫解困工
作现场会议，就“第一书
记”进驻特困村后扶贫解
困工作进行现场调度、现
场推进、现场部署。

参观黄露泉村加工车间。

本报记者 石剑芳 邢振宇

章丘文祖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庆峰

对接融入主城区

加快建设新文祖

文祖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庆
峰表示，文祖街道以生态、农业
为优势，包村第一书记进驻贫困
村后，对制约贫困村发展的瓶颈
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确定加强基
础设施，改善发展环境、培植主
导产业、开展精准扶贫的思路。
借助第一书记渠道、支部1+3项
目、街道联合社平台，大力流转
土地，培育发展以特色农业为基
础的产业项目，完成了核桃、小
米、花椒的三个万亩计划，中草
药种植试点突破800亩，建成汇
友、星火伟业、朱公泉、黑峪四大
种植基地，平均为每个贫困村带
来每年1 . 5万元集体收入，为每
户村民增收2500元。

为让南部山区特色农产品
走出去、卖出去、打出去，在“互
联网+”大潮中，文祖街道聚力做
好“章丘e家香”电商平台建设，
创新“互联网+市场”的统销模
式。整合15家合作社，建立青石
山农产品联合社，建设“一中
心、两平台”，即农村电商创业
培训中心、章丘 e 家香网销平
台、微信微店微销平台，构建了
线上线下互动的销售体系，形
成了“统一打品牌、抱团闯市
场”的销售模式，达到了“能产
就能销、好品高价格、群众保收
益”的工作目标。

黄露泉村第一书记：

济南市环保局李计珍

扶贫先扶智

治贫先治愚

“李书记，您这次来能给我
们带多少钱？每家每户能分多少
钱？这钱什么时间能给我们？”当
听到村民这些问题时，济南市环
保局李计珍看出了该村村民普
遍存在的等、靠、要思想。他认为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经
过走访调研，确立了以文化扶贫
为抓手，以产业扶贫为根本的工
作思路。

扶贫推进，文化先行。2014
年12月4日挂牌成立了全省首个
扶贫文化创意基地；2015年1月9
日，成立全省首个村级扶贫主题
兼国学文化书院——— 黄露书院，
重点做好国学进课堂、儒学进乡
村、传统文化进家庭“三进”活
动；同时抢救挖掘老梆腔地方非
遗，2015年6月30日，黄露泉村老
梆腔成为济南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章丘梆子传习所，目前正在申

请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同时李计珍开展产业扶贫

富民增收的策略。销种养三位一
体，先后联系山西哲康生态养殖
公司、江苏博奥环保公司等企业
到该村就产业开发和合作进行
了实地考察和项目洽谈。从打造
轿顶山黑小米的品牌、纯原生态
养殖、环保来料加工、乡村旅游
开发等四个方面进行产业扶贫。

朱公泉村第一书记：

济南市公交公司张民

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互联网+”

在被选派章丘市文祖街道
朱公泉村时，张民就已经做好了
心理准备。经过走访调查，张民
想村民们这么多年过着靠山吃
山靠天吃饭的生活，我便依势发
展“乡村游”，同时挖掘现有的优
质农产品，打品牌、找销路。

根据村里出产小米、薄皮核

桃等农作物的实际情况，张民在
朱公泉村组织成立了农产品合
作社和村土产品经销处，积极帮
助村民销售农产品。通过农产品
外销，村民获得160余万元的收
入，村集体收入达到20万元，同
时还带动了周边村庄居民的共
同致富。

外销土特产不能只靠线下
销售，于是张民突出“互联网+”
的思路。积极推进村农产品合作
社与恩讯电商平台的合作，把朱
公泉村作为农产品生产基地，通
过网络销售彻底解决村农产品
售价低、销售难的问题，同时更
好地打出村农优质农产品的品
牌。在发展弄迅游方面，修建“农
家乐”；建小型水库1座，发展鱼
类养殖，吸引垂钓，促进旅游；恢
复村内主街道石头小院原貌，小
街巷铺青石板，开辟登山路，建
特色观赏亭；发动村民在荒山地
多种黄芦、五星树等观赏性红叶
植被。

东田广村第一书记：

济南市机关工委刘荣江

盘活闲置资产

建设杂粮加工厂

山区干旱缺水，饮水是东田
广村村民世世代代亟待解决的大
事。刘荣江到东田广村的第一件
事就是考察地形，打井解决村民
基本的生活问题。因为地形地质
问题前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最终经水利局和省地质勘探队两
地测量，为村民打下一口深320
米，上水量每小时达20立方米。

“村民基本的饮水问题解决
后，村民饮水灌溉有保证，不再
靠天吃饭。村民有干劲，农产品
产量质量都有保证，心往一处使
哪有不脱贫的道理。”看到饮水
问题解决后刘荣江感慨道。

种地还得讲科学，驻村科技
特派员带领村民科学剪枝、施
肥、杀虫，全村花椒今年增收3万
斤左右。同时，今年8月初，3万株
花椒树免费发放到全村500户村
民手中，2017年即可进入丰收
期。有了农产品怎么提高附加
值？让村民的劳动得到最大的回
报是刘荣江面临的第二个难题。
2015年3月，花椒、小杂粮合作社
注册成立。该合作社收购村民的
花椒、小杂粮经加工后再出售。

勃鸽崖村第一书记：

济南市老干部局王仁选

因地制宜

建设生态养羊基地

勃鸽崖村共425户村民，贫
困户215户占全村的二分之一。
村里没有支柱产业、饮水困难、
生产道路严重损坏。一系列的困
难并没有让王仁选退缩，“有困
难就各个击破！”王仁选在心里
暗下决心。

受资源条件及村民观念限
制，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都
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王仁选多
次到外地考察养殖项目，并邀请
专家到村里检查指导工作。当年
就争取产业资金40万元用于洋
洋基地建设，目前已经建设完
毕，并成功将养羊基地承包出
去。

生活与村民息息相关，王仁
选积极申报发挥政府兜底作用，
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应助尽助，
一年以来共帮助困难户144户。
申请低保户、帮助困难群众过
冬、慈善救助、医疗临时救助、残
联救助，王仁选在这片土地上默
默的耕耘者。

下一步，王仁选在勃鸽崖村
继续探索发展中草药种植业，探

索发展土元、蝎子养殖；推进农
产品销售，发展电商平台作用，
探索网上销售的路子。

长水村第一书记：

章丘市老干部局郑建晓

靠山吃山“造山”

把山变成“花果山”

郑建晓包村第一件事就是先
找出农民增收的突破口，“长水村
属于山坡地，因地制宜反战薄皮
核桃将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
一次性投入多年获益。”郑建晓分
析说，于是他积极联系章丘市林
业局争取到2 . 3万株核桃苗，成活
率达90%以上，“没几年这就成了
花果山了。”村民戏称道。

在帮扶长水村种植核桃的
基础上，该村3成立了农产品合
作社，建立了小杂粮加工厂，由
合作社负责收购村民种植的小
米、小麦，再用碾子、石磨等最古
朴的方式，生产小米茶汤、石磨
面粉等，达到了供不应求的局
面。包村组还利用支部“一加三

“资金种植了地瓜20亩、丹参20
亩，修建了窑洞储存地瓜，养殖
蘑菇等。形成了以核桃、小杂粮
加工、地瓜为主，劳务。中药材种
植等其他产业为辅的产业格局。

石子口村第一书记：

文祖街道残联理事长陈业玲

发挥“支部3+1”作用

借助电商平台

石子口村位于章丘市最南
端，隔齐长城与莱芜市交界。多
年以来，村集体经济发展始终处
于停滞状态，典型的村集体经济
空壳村。陈业玲积极协调街道各
部门经过不断努力，石子口村的
面貌有了很大改善。

为了提高组织化程度，石子
口村协调相关部门成立了“章丘
市齐长城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采取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模
式。同时，推行“支部3+1“发展模
式，建起了为民服务中心，建设
了800平方米的农产品加工车间
两处。购置了花椒筛选机、小米
包装加工器械，为村民加工包装
特色农产品，借助农村合作社和
章丘 e家香电商平台，网上销售
农产品。销售花椒5000余斤，杂
粮1万余斤，通过合作社经营村
集体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

经过一年的努力，石子口村
建设幸福苑一处，安装路灯 84
盏，硬化村内小巷、街，建设500
平米的文体广场一处，设立健身
器材 12件。在发展生态养殖方
面，规划1 . 2万平米的养殖区一
处，协调相关部门修路架电。

村民领到免费的生态黑猪。记者 石剑芳 摄

捐赠生活用品 奉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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