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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困难老人建设集中养老公寓，以

美丽庭院建设改善居住环境，用产业项

目带动农民增收，引导社会力量构建大

扶贫格局……这是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以来，济宁高新区探索的“1+N”扶贫模

式。“1”即扶贫，“N”是路径和措施，济

宁高新区以扶贫攻坚为核心，通过多种

扶贫渠道的探索，努力构建了专项扶

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

大扶贫格局，努力打好高质量脱贫这场

持久战。

稳扎稳打抓好精准帮扶

“近年来，济宁高新区聚焦老弱病

残群体，综合运用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集中养

老等方式，统筹解决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留守老人、残疾儿童和困难家庭留

守儿童等面临的突出问题，实现应保尽

保。”济宁高新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2015年年底，济宁高新区已经实现

全面脱贫。为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济宁高新区把防止返贫和新致贫摆在

了重要位置，不断加强对不稳定脱贫

户、边缘户的监测预警和动态识别，建

立动态监测台账，对可能致贫和返贫的

困难群众开展针对性帮扶，有效防止返

贫和产生新的贫困。

2017年以来，济宁高新区实施危房

重建 80户，对房屋裂纹等重点修缮 241
户，保障了贫困户住房安全；加快完成

农村饮水安全两年攻坚行动，实行城乡

供水一体化，让贫困群众喝上安全放心

水；完善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动态监测机

制，实现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资助全

覆盖；实施雨露计划，为 25 名大中专、

高职、技师类学生发放 2019 年度雨露

计划资助金 7.5 万元，增发其他年度雨

露计划资助金 13.5万元；实施健康扶贫

工程，实行家庭医生签约全覆盖，在 4
个街道卫生院实现了“先看病后付费”

“两免两减半”和一站式结算；连续 3年

列支 68.09 万元，为所有贫困户购买了

特惠保险，实施特惠保险“零跑腿”服

务，开辟“绿色通道”，贫困户无需提供

住院材料即可直接理赔，2020年 4月份

实现了特惠保险市域和县域内一站式

结算。

扶贫扶志提精神

扶贫先要扶志，扶志就得扶精神，

这种精神从哪里来呢？就是做好宣传、

教育工作，同时兼顾居住环境，提高生

活质量。2020年，济宁高新区扶贫办联

合党工委宣传部，在清洁庭院改善脏乱

差的基础上，以“清洁、绿色、健康、文明”

为目标，开展了美丽庭院创建活动。广大

村妇女干部、女党员发挥表率作用，带动贫

困群众人人动手、家家行动，打扫卫生死

角、清理堆积物。同时，成立志愿者服务

队，深入年老体弱、无劳动能力的家中，帮

助他们打扫卫生、整理衣物。还按照美丽

庭院创建标准进行考评，村民们可以获得

肥皂、洗衣粉、牙膏、毛巾等奖励。

长寿小院、玉米小院、安康小院、仓

谷小院、蔬菜小院，这是园区王因街道在

“美丽庭院”创建活动中为五户贫困户精

心打造的特色小院，每个小院独具风格，

美化了贫困户居住环境，改善了贫困户

精神面貌，他们心情舒畅了，脱贫致富的

劲头更足了。

2020年6月，在山东省扶贫调研中，

济宁高新区贫困户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得

到省市扶贫办领导高度评价。

探索脱贫攻坚长效机制

产业扶贫做对头，脱贫致富有奔

头。产业扶贫是实现稳定脱贫的必由之

路，通过扶贫产业的健康发展，方能带动

贫困群众实现“造血式”脱贫。

2020年，王因街道西王因村生态种

植项目投入济宁市级专项扶贫资金37万

元，与乡村振兴资金统筹使用，目前项目

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该项目建成后可

吸引周边市民休闲、旅游、采摘，预计实

现年收益2.25万元，直接带动5户贫困户

实现年收益3000元 。

济宁高新区积极探索在乡村振兴框

架下统筹安排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按

照“投向不变、投速不减、投效提升”的要

求，推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有效衔接，

推动扶贫产业发展。

2020年，济宁高新区列支区级专项

扶贫资金377万元用于脱贫攻坚，积极探

索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路

子。2016年以来共有3个产业扶贫项目

资金融入乡村振兴资金池，实现了产业

扶贫项目与乡村振兴项目统筹规划，一

体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共建

设产业扶贫项目12个，投入产业扶贫专

项资金 172 万元，带动 107 户贫困户

225人脱贫。

为持续推进产业扶贫项目提档升级

和提质增效，产业扶贫项目全面落实扶

贫资产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监督权

“四权分置”，建立扶贫资产长效管理机

制。目前，济宁高新区项目资金全部确

权到村集体，“保底收益类”项目全部签

订了保底抵押协议，所有项目全部建立

了资产管理制度，并明确了管护责任。

产业带动就业，就业促进产业。济

宁高新区根据贫困人员职业技能培训需

求，定期免费开展烹饪、电气焊等技能培

训。同时，街村两级积极开发扶贫公益

岗位，就近安置贫困户参与村内卫生保

洁、消杀等工作，对16名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全部落实了公益岗位，确保贫困户

稳定增收。

结对帮扶构建大扶贫格局

济宁高新区充分发挥辖区企业多的

优势，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打造“社会扶贫·大爱高新”品牌。先后

创新了“政府+银行”“政府+银行+担保

公司”“政府+企业担保+银行”的金融扶

贫贷款担保模式，实现金融扶贫贷款

1085.3万元，帮扶 235户贫困户，增加收

入31.8万余元。2020年，共有10家企业

参与社会扶贫活动，结对帮扶特困贫困

户 16户、贫困妇女 26人，帮扶贫困儿童

150余名。

从 2019年开始，华都集团结对帮扶

接庄街道南集南二村一名贫困大学生，

给予长期资助，为其购买了学生手机等

学习用品，并资助学费5000元。济宁欣

和食品有限公司从2016年至今，连续五

年帮助贫困学生，为其送钱送物，并为在

校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品，利用节假日

组织员工到贫困户家中打扫卫生。山东

利生集团结对帮扶柳行街道皇桥村贫困

孤儿，为其配置了全套家具，并提供资金

帮扶。

此外，济宁高新区还深入推进抓党

建促脱贫攻坚、“百企帮百村”脱贫攻

坚行动、“朝阳助学”等品牌活动，促进

更多资源向贫困户流动，努力营造全社

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

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百姓的

生活质量，让百姓获得更多幸福感。近

年来，江门高新区（江海区）情系民生，加

码百姓幸福生活，江门市民微信朋友

圈频频被“民生福利”刷屏。“江门高新区

（江海区）的发展越来越好，老百姓的生

活也越来越精彩了！”这是众多高新区

（江海区）老百姓的心声。

换“新装”添“美颜”
“彩虹村”村民笑开颜

近日，记者走进江门高新区（江海

区）“彩虹村”——横坑村，映入眼帘的

是五彩斑斓的各式小楼，独具创意的各

式涂鸦墙面，道路两旁风格各异的花卉

盆景，让这个独具特色的小村处处充满

着诗意。

横坑经济社书记黄惠颜介绍，曾经

的横坑村民房建筑陈旧，乱搭乱建现象

严重，村后半山坡上长期堆满垃圾，是

江门市江海区一个不起眼的脏乱差小

村。

2019年以来，结合儿童公园项目对

外开放使用，江门高新区（江海区）对横

坑村实施微改造工程。按照该村临近

儿童公园的位置特点，统一使用环保原

料，将全村 120 多栋小楼房粉刷成黄、

橙、天蓝、浅绿色等各种颜色，远远看上

去仿佛是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

改造后的横坑村，结合周边得天

独厚的旅游资源，吸引着大批游客前

来打卡，横坑村及周边潮流文创店、网

红咖啡屋、特色小食店、创意摄影工作

室等逐渐增多。游客在这里既可以感

受绚丽色彩的魅力，亦可以探寻自然

的味道。

“2020年年初回乡，看着周边基础

设施逐渐完善，村后优美的自然风光，

看着家门口的人流，我萌生了回乡创

业的想法。”一家名为“彩红一号”的网

红饮品店店主陈博说。

陈博介绍，她的小店平均每个月

营业额在 3 万-4 万元左右，她偶尔还

会结合家乡自然风貌、人文历史等进

行绘画创作，既吸引了客人，也让自己

的才华得到展示。

厚植公共文化实力
为幸福生活“加码”

“无论是龙溪湖阅读中心还是新

图书馆，江海区的阅读环境总是令人

舒服、愉悦，阅读空间大、人性化的摆

设像是家一样的感觉。”江门市民区炳

新说。

近年来，“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无

论是江门高新区（江海区）各街道的 24
小时图书馆还是龙溪湖阅读中心，都

给江门市民提供了温暖的港湾、精神

的粮仓。随着2020年10月江门高新区

（江海区）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市民

又多了一处阅读休闲的好去处。

江门高新区（江海区）图书馆项目

负责人表示，该图书馆对市民全天候

免费开放，打造温馨的“城市书房”。

如今，园区已成功打造了区图书馆—

龙溪湖阅读中心—街道图书馆的公共

图书馆体系，满足市民全方位的阅读

需求。

“作为新的公共文化地标，图书馆

永远明亮，城市也就充满希望。”市民

陈青对家住在江门高新区（江海区）的

生活特别满意：“大都市才有的设施这

里都配齐了，高质量公共文化设施的

不断建设、更新，代表着城市建设更走

心了，让生活在此的群众永远保持热

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与此同时，江门高新区（江海区）

还积极推动城央绿廊、儿童公园、白水

带体育公园、江门演艺中心等一批公

共设施建设，不断满足群众的文化需

求。城市品位、文艺范已成为园区的

新标签。

打造“景观河”
生态美生活更美

江门高新区（江海区）河网密布，

共有97条纵横交错的河流。随着城市

建设与发展，辖区不少内河遭到污染，

影响了城市“容貌”和附近居民生活。

“要把污染的‘臭水河’变成‘景观河’，

把最好的滨水空间留给老百姓。”江门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江门

市江海区委书记彭章瑞在调研园区水

体治理工作时说。

自 2016 年起，江门高新区（江海

区）从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等方面着

手，对黑臭水体进行系统整治，经过清

淤、截污、建污水一体化处理设施等多

种手段，江门高新区（江海区）3条河流

逐渐告别黑臭。

江门市君盛实业有限公司位于龙

溪河边，今年以来，到龙溪河边散步成

为该公司员工的娱乐活动。“午饭后，

大家三三两两走到河边，吹着风，欣赏

河边繁花，走累了就在长凳上坐一

坐。”该公司员工说，现在的龙溪河就是

一道美丽景观，点亮了两岸，让工业区

也有了城市品位。

美丽的河岸生态环境，让市民幸福

感满满。礼乐中心河岸新宁里51号的

一座新房格外惹眼，房主区女士说：“看

到家乡生态的蝶变，已外出工作的儿子

特地为我在老宅基地新建了这栋新

房。如今，生态环境好了，生活也更幸

福了。”“西安高新区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366 户 4066 人，累计纳入 30 种大病专

项救治的有 383人，慢性病患者 1058人

……目前，西安高新区贫困群众家庭医

生签约率、参保率及大病慢性病分类救

治率都达 100%。”说起园区的扶贫数据

信，魏欢手拈来。

魏欢是西安高新区文旅健康局健康

扶贫办业务负责人，近两年来，她从零开

始，克服种种困难，通过不断学习，抱着

对贫困群众健康负责的本心，从一名扶

贫“新兵”成长为扶贫“精兵”，牢牢守住

贫困群众的健康之门。

从零起步

2019 年 2 月底，西安高新区接管了

托管镇街的健康扶贫工作，涉及长安、鄠

邑划转的 8 个镇街、10 个涉贫卫生院。

彼时，西安高新区文旅健康局成立不过

半年，健康扶贫工作既无明确标准，也无

管理系统，几乎所有人对健康扶贫工作

都不甚了解。

为了摸清扶贫数据，魏欢主动对接

协调，遍访 8个涉贫镇街核对贫困人口

数据，全面摸清底数。同时，先后赴长

安、鄠邑、蓝田、临潼等兄弟区县交流学习

健康扶贫工作经验和做法，开阔眼界、拓宽

思路、取长补短，并结合实际，建立起了西

安高新区自己的健康扶贫工作机制，推

动全区健康扶贫工作打开新的局面。

在魏欢的推动之下，西安高新区形

成了健康扶贫办牵头统筹、相关部门配

合、实施分片包抓、齐抓共管的工作模

式，精准实施大病慢病分类救治，确定了

西安医专附属医院为区内大病救治定点

医院，夯实大病救治任务；同时开展高血

压、糖尿病、精神病等随访管理和用药指

导培训，提高家庭医生服务团队能力，不

断做细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此外，西安高新区制作发放的贫困

人口就诊卡，能够确保所有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在区内享受“先诊疗后付费”，减

轻就医负担，获得贫困群众的广泛好评。

全身心投入

时间进入 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

来，刚刚熟悉扶贫工作的魏欢紧急投入

疫情防控工作，于大年初一进驻西安高

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以“白加黑、五加

二”的工作劲头，连续奋战一个半月。

2020年 3月 14日，疫情得到初步控

制，魏欢重返健康扶贫工作岗位，和同事

们一起推动西安高新区在西安市率先启

动健康扶贫“三排查三清零”工作。

培训抽调人员，制定排查方案，第

一、第二轮集中督导，第三轮驻点清零，

第四轮循环交叉检查……在此期间，魏

欢双膝关节滑膜炎需要控制活动量，但

她仍然忍着疼痛不适，坚持同专项排查

组深入基层开展四轮“三排查三清零”百

日冲刺行动。连续几个月，魏欢几乎每

晚十一二点才到家，甚至都没怎么见过

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

“别人家要高考的孩子，每天有妈妈

陪伴，但我娃甚至见不到妈妈，我内心对

她充满愧意。”魏欢说，“但是没有办法，

在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我不能掉链

子。”

胜利在望

2020年 3月 16日，西安高新区秦渡

街道中心卫生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深入村堡，为辖区签约服务群众进行

2020 年第一季度家庭医生签约履约服

务工作。此次签约履约工作覆盖辖区所

有贫困户，家庭医生为慢病患者测量血

压、血糖，并根据其身体状况指导用药及

健康生活方式。

而在整个西安高新区，一场更大规

模的家庭医生签约履约服务工作及义诊

活动正在展开。在此期间，魏欢与医

疗团队一起奔波于全区 8 个镇街，为

全 区 所 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送 医 送

诊。如今，西安高新区所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都被纳入医保，都有家庭医生

上门服务，不用再为看病吃药发愁。

没了后顾之忧，他们在通往全面小康

的路上走得更加轻快。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一项光荣而艰

巨的历史任务，但惟其艰难，才更显勇

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魏欢表示，

健康扶贫永远在路上，今后要以更扎实

的工作、更昂扬的斗志、更顽强的作风，

让广大群众不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

他们守好健康大门。

济宁高新区：
书写高质量脱贫的“高新答卷”

▶ 曹俐

魏欢：为贫困群众守好健康大门

江门高新区：
“民生雨露”浸润百姓心

▶ 本报记者 刘琴

▶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静攀

在中国著名侨乡福建泉州，“番客

楼”作为承载当地华侨的特别存在，几

乎遍布泉州每一个县（市、区）乃至乡

镇、街道。

素有“十户八九侨”之称的龙苍

村，位于泉州高新区（台商区）东园镇，

面积不大的村子里坐落着 30 多幢

“番客楼”，静静地展示龙苍村华侨

们的美丽乡愁。

近年来，龙苍村党总支部以“盘

活历史建筑，留住乡愁记忆”为主线，

依托独具风格的闽南古厝“番客楼”，全

力打造“龙苍村党建文化走廊”项目，把

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农

村党建内涵式发展的特色道路。

为了为民办实事，龙苍村党总支

部在番客楼增设“红色楼长”，即以楼

长为核心，以党建资源、群众需求、村

集体经济“三项清单”为抓手，开展“美

丽乡村解乡愁”。

楼长负责“番客楼”日常管理，与

在外的侨亲互动、帮在村里的侨眷代

办便民服务等。通过将“红色楼长”融

入基层治理的网格，解决“番客楼”的

管理和运行仅凭政府“买单”、仅靠少

数村两委干部“包办”的难题。

每月逢 4 日、14 日、24 日，龙苍村

街巷长议事厅作为邻里议事的“主会

场”，通过“群众说事、街巷长议事、服

务队办事、民主评事”机制，进一步畅

通群众民主议事渠道，让党员干部进

“街巷”听民意，把工作做在“厝边头

尾”，把矛盾化解在“街头巷尾”。

为了深耕红色土壤，让乡愁再延

续，龙苍村党总支部打造了“侨乡园”

“我的龙苍小学”“侨音园”“初心广场”

等集参观、学习、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

党建文化走廊，将 30多栋“番客楼”串

连成片，不断丰富红色文化供给，注重

融合地方民俗、建筑元素、华侨爱国爱

乡故事，深耕红色土壤。

此外，龙苍村重点修缮一幢上世

纪 60年代“番客楼”，打造成泉州高新

区（台商区）首家乡愁记忆馆。

泉州高新区：“党建+”激活乡愁记忆
“番仔楼”赋能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戈清平 特约通讯员 陈凤阳 欧阳育玲

图片来源：济宁高新区

济宁高新区接庄街道开展贫困户送温暖慰问活动。 济宁高新区举行扶贫就业培训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