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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鱼台讯（通讯员 姜子然 许莉）为
助力脱贫攻坚，改善贫困户人居环境，鱼台
县谷亭街道高度重视，多措并举开展贫困
户“清洁庭院”创建活动，确保脱贫攻坚行
动扎实有效开展。

提高重视，精密部署。该街道分别召
开“清洁庭院”创建工作部署会议、“清洁庭
院”十日攻坚行动安排部署会议等，进一步
提高全体帮扶干部和村干部思想意识和责
任意识，明确工作要求、工作标准、工作时
间和工作任务，将责任落实到每一名帮扶
干部、包村干部身上；同时成立谷亭街道庭
院环境整治工作督导组，确保每村至少一
名“好青年”与妇女主任参与其中，实现街
道、总支、村（居）三级齐抓共管的局面，全
力保障“清洁庭院”创建活动目标明确，有
效开展。

明确责任，建立台账。该街道严格按
照“清洁庭院”创建活动“五净两整齐”工作

标准建立工作台账，并根据贫困群众家庭
实际、卫生环境分门别类，划定级别。对于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帮助、动员贫困户自
行开展清洁大扫除，并指导他们养成良好
的生产生活习惯；对于老弱病残等无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工作队员开展帮扶活动，彻
底清理屋里屋外，确保贫困户家庭环境卫
生得到显著改善。并不间断的开展入户帮
扶活动，对于发现的困难问题积极动员志
愿者、邻里开展志愿帮扶，做到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

加强宣传，确保实效。为长效保持好
贫困群众家庭环境卫生状况，该街道进一
步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各村（居）广播喇叭、
发放宣传明白纸、成立清洁庭院微信群等
多种形式开展“清洁庭院”宣传，使广大贫
困群众全面了解清洁标准，保持良好的家
庭环境卫生状况，彻底消除卫生“脏、乱、
差”现象，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

鱼台县谷亭街道

创建清洁庭院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金乡讯（通讯员 王玉婷）为有

效破解扶贫工作中农村贫困老年人生
产生活难题，进一步提升贫困老年人生
活质量，金乡县马庙镇将孝善养老与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相结合，按照“子女赡
养+政府奖补”的模式，在全镇范围内
实施孝善扶贫活动，共惠及345位贫困
老人。

此次活动重点面向全镇建档立卡
贫困户中60周岁以上老年人，贫困户
子女或者赡养人为老人支付赡养费
1000 元以上，政府给予每位老人 200
元补助资金。活动一经开展，就得到各
帮扶干部和村两委成员的积极响应和
支持，大家纷纷表示孝善扶贫这种模式
好处颇多，使全镇贫困老年人经济上更
加宽裕、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精神面
貌进一步改善。

马庙镇目前共有贫困户 589 户

1201人，其中60周岁以上的贫困老人
就有558人，占比46%，这些老人年龄
大，没有劳动能力，有的还患有慢性病，
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家庭收入来源
比价单一；另一方面，这些贫困老人的
子女因为常年不在家等多种原因未能
尽到赡养义务，如何帮扶这部分老年人
是扶贫工作的一大难点。通过实施孝
善扶贫活动，不仅增加老人家庭收入，
让贫困老年人获得稳定的“养老金”，引
导有赡养能力的子女主动承担赡养义
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巩固了全镇脱贫攻
坚成效，防止新的返贫现象的出现。

截至活动结束之日，马庙镇共有
345 名贫困老人子女积极履行赡养义
务，累计存缴赡养费 46.61 万元，预计
发放孝善扶贫补助资金6.9万元，很大
程度上为贫困老人养老提供了资金保
障。

金乡县马庙镇

孝善扶贫让贫困老人老有所养

本报微山讯（通讯员 李强）微山县留
庄镇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扶贫开发工作
部署，大力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在脱贫攻
坚战中的重要作用，深入打造新“三位一
体”大扶贫格局，搞好脱贫攻坚“总复习”，
考出脱贫攻坚“好成绩”,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收官战。

落实责任，精准服务。坚持以民生实
事为突破口，瞄准“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
全”脱贫标准，扎实开展教育、医疗、住房、
饮水安全、人居环境提升等工作，全方位提

升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水平。在全镇范围内
实施危房改造91户、维修44户、教育救助
36户、医疗救助38户，免费为全镇建档立
卡贫困户安装了有线电视，累计发放临时
性救济37.2万元，帮助20余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申请了小额扶贫贷款。试点推进了

“扶贫专岗”，解决了13户贫困户的生产生
活服务问题。

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精准扶贫，产业
是关键，就业是保障。留庄镇大力发展产
业+就业模式，加大扶贫项目帮扶力度，立

足全镇产业基础，大力发展光伏发电、设施
农业、农村电商、玩具纺织等特色产业，探索
开展3个“1+N”扶贫帮带机制，积极吸纳贫
困人口就业，真正实现了“就业一人、脱贫一
户”。截至目前，全镇累计实施扶贫项目25
个，蕴含光伏扶贫、物业扶贫、电商扶贫、基
础设施扶贫、新型农业扶贫等多种形式。扶
持带动贫困户472户 1058人，户均收益
500-1100元。仅2019年一年扶贫项目分
红资金36.16万元，使382户贫困户受益。

巩固成效，重在长效。持续加大贫困

人口劳动力就业扶持力度，综合人社劳动
技能培训，开展了农民田间课堂培训、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育婴员、面点师劳动技能培
训、电商技能培训等活动。同时积极对接
镇域内服装厂、玩具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优先吸纳贫困人口就业。加大民政救助和
商业医疗保险落实力度，对已脱贫贫困人
口和“老病残”贫困人口持续落实民政低保
救助、民政大病救助、商业医疗保险、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等政策，着力解决贫困人口
生产生活难题。

微山县留庄镇 考出脱贫攻坚“好成绩”

■本报通讯员 武海涛

来到太白湖新区石桥镇为民服务中心，
映入眼帘的是温馨宽敞的服务大厅、政务公
开栏、电子显示屏等。“以前去城区办手续要
跑十几公里，现在乡镇大厅里当天就能搞
定，需要办理业务的窗口都在一块，再也不
用跑来跑去，效率比以前高多了。”前来便民
服务中心办理业务的石桥镇新店村村民程
君亮十分感慨地说。和程君亮的感受一样，
越来越多的群众欣喜地发现，石桥镇为民服
务中心现在的服务更到位，到窗口办事更称
心了。

“工作人员不仅态度好，服务也很贴
心。”谈及对为民服务中心的印象，石桥镇崔
院村杜先荣频频夸赞，办业务最怕遗漏打印
材料，现在在服务站即可免费打印和复印，
省去了不少麻烦事。如若对业务范围等问
题存在困惑，志愿者不仅可以提供解答，还

可帮助代办，更是让他省心不少。“现在到为
民服务中心办理业务，任何一个窗口都能办
理，特别方便。”前来办理业务的新店村村民
程君亮亦有同样的感受。

“大厅已设立志愿者服务站和帮办代办
柜台，可让市民在办理业务时尽享优质服
务。”石桥镇为民服务中心大厅主管刘梦介
绍，志愿者服务站已配备电脑、打印机等设
备，可全年为办事群众提供业务咨询、帮办
代办、失物招领、急救药箱、母婴护理、免费
WIFI、公共雨伞等服务。

“之前的服务中心总体感觉比较冷硬，
改变后的服务中心给人一种家的感觉，比较
温馨。”刘梦告诉笔者，今年5月，石桥镇为
民服务中心再次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后中
心一楼设立有接待室、母婴室、帮办代办区、
电子自助查询区、休闲阅读区、金融自助缴
费区及独立的自助缴费区域。此外，为民服
务中心经常组织业务培训梳理服务事项，共

梳理出服务事项147条，其中“零跑腿”28
项，只跑一次119项。

为民服务中心窗口设立民生服务区、企
业开办区和涉法涉诉及民意“5”来听热线电
话区三大区域。升级改造后，为民服务中心
功能划分更为清晰，群众办理业务更加高
效，长时间排队现象不再上演。“以前，民生
窗口和企业窗口都在一个区域，容易造成群
众排队时间过长，影响了办事效率。”刘梦介
绍，目前民生服务区12个窗口均属于综合
窗口，设有印章、农业、人社、村建、计生、民
政、社区矫正等部门，由原来的20项业务增
加至86项业务，真正到达“一窗受理，全科
服务”。

如今，为民服务中心可办理企业业务达
52项，并专门设有一名帮办代办人员，为企
业和群众提供“全方位、全一流”“保姆式”服
务，切实做到了“零跑腿或只跑一次”，满足
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的需求。

在大厅东南角的民意“5”来听和群众涉
法涉诉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张涵正坐在工
位接听电话。“我的主要工作是接听群众热
线‘7759666’，记录民生咨询，做好来访人
员的引导和分流。”张涵告诉笔者，为民服务
中心在7月初设立民意“5”来听服务窗口
后，她便从一线岗位调到这里。每天负责接
听群众来电，接待群众来访。

每天与张涵一起坐班的，还有532路公
交车司机李丹，李丹是土生土长的石桥镇
人，自7月份济宁公交集团在石桥镇开通
532、533路公交线路后，他每天驾驶新能源
公交车穿梭在石桥镇的大小村庄，将一批批
前来办事的群众从家门口载到为民服务中
心。“两条线路主要为了方便各个村庄的群
众，我每天运行12趟，6个来回，乘客基本都
是来办理业务的。”李丹说，有了直达为民服
务中心的公交车，拉近了服务中心与群众的
距离，是个惠民利民的好举措。

太白湖新区石桥镇 惠民措施再升级打通服务“最后一米”

本报梁山讯（记者 张芳 通讯员 张晓东）近日，梁山县马
营镇成片成片的梨树上，挂满了不同颜色的梨子，有绿色、黄色
还有紫色，这些梨树是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树军博士在
科技扶贫时为梁山引进的早熟梨项目。

张树军根据当地的气侯和土壤，先后引进的“翠冠”、“翠
玉”、“苏翠1号”、“新梨7号”、“早酥蜜”等20余种早熟优良梨
品种在梁山扎根结果。2015年在梁山马营试验田中种下108
棵早熟梨，试种成功，7月中旬就有早熟梨成熟陆续上市，口感
甘甜脆爽，深受消费者喜欢，还给这早熟梨起了一个好听的名
字“梁山蜜梨”。截至今年，在梁山发展推广种植了1000余亩，
因其好管理、上市早、品质好、价格高，得到当地农民的认可，果
农也尝到了甜头。原来一亩地年收入千余元，种“早熟梨”后一
亩收入达万余元，经济效益显著，带动周边农户纷纷加入到种

“早熟梨”的队伍。

“梁山蜜梨”熟了！

汶上县中都街道积极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通
过开展理论宣讲、文体娱乐、主题教育等活动，与群众面
对面、心贴心开展有温度、接地气的沟通交流，让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深入人心，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点已成为
群众文化、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图为中都街道辛
王庄社区小朋友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参加文明实践
活动。 ■通讯员 孔德双 张红星 摄

本报嘉祥讯（通讯员 柴玉帅）为扎实推进精神文
明建设，弘扬社会新风尚，形成讲文明、树新风的良好
氛围，嘉祥县梁宝寺镇多举措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成立移风易俗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梁宝寺镇乡村文明行动移风易俗
工作方案》，定期召开移风易俗专题会议，确保移风易
俗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让各村红白
理事会真正发挥引领作用。

党员带头带动，争先以身示范。号召党员领导干
部、机关工作人员等在移风易俗中以身作则，建立农
村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报备制度，形成党员干部带
头、广大群众参与、全社会共同推动的移风易俗工作
良好局面。

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浓厚氛围。充分利用村村
响、宣传栏、悬挂横幅、村级“四德榜”等形式进行广泛
宣传，结合民意“5”来听活动，逐村入户宣传移风易俗
工作。注重发挥榜样的导向作用，总结挖掘部分移风
易俗的先进典型，组织开展“好媳妇”“好婆婆”“身边好
人”等评选推荐活动，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广大群众。

加强督导考核，形成长效机制。成立督查考核小
组，加强对移风易俗工作的督查力度，对履行职责不
到位、措施不得力的，责令限期整改，确保移风易俗工
作落到实处。定期对全镇群众随机进行电话调查，建
立电话调查问题台账，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进行整
改，逐步提升移风易俗群众满意度。

下步工作中，梁宝寺镇将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
求，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全力以赴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健康发展、良性发展，真正为梁宝寺人民谋幸福、谋发
展，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嘉祥县梁宝寺镇

推动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风

本报微山讯（通讯员 乔培培 胡忠翔）走进微山县傅村街道
程庄村，绿柳掩映，红花怒放，家家户户门前花草茂盛，虫鸣鸟
啼。一面面彩绘文化墙吸引眼球，一条条沥青路宽敞整洁，一
排排农家小院整齐排列，美丽如画的乡村景色让人耳目一新。

“环境卫生改善了，村民住着舒服，维护环境的自觉性也提
高了，现在村容村貌都有了大变样。”杨楼党总支书记李宗斌介
绍说，街道党工委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发展
乡村旅游，增加农民收入。随着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极大地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看着村子越来越美，
环境越来越好，村民打心底里感到高兴。

为更好的落实美丽乡村建设，傅村街道以程庄村为起点，
规划建设了涉及8个村庄的杨楼片区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街道
持续开展“三清一改”“两拆三化”村庄清洁行动。强化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重点消除村寨进出口、重要路段的各类占道经营、
门面延伸占道，保持农户庭院卫生，确保村庄环境持久干净整
洁，乡村环境治理有序。

上半年，杨楼片区累计清理农村各类“四堆”2658吨，清理
建设村内水塘2口，保护修缮知青楼等老建筑3处，拆除残墙断
壁3处，栽种各类绿化苗木20余万株，架设太阳能路灯116盏，
喷刷外墙墙体41900余平方米，完成外墙彩绘2930平方米。
近期，规划建设的村史文化馆也将进入建设阶段。

微山县傅村街道

美丽乡村惠民生

本报鱼台讯（通讯员 吴宝防）当前已经进入主汛期，为全
力做好汛期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鱼台县张黄镇坚持“两不误，双
提升”，将近期防汛工作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有机结合，持续深
化人居环境整治力度。

该镇紧绷防汛防灾之弦，不等不靠不要。当前已进入“七
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加大对辖区内池塘沟渠整治力度，做好河
道清障清污工作，排清道路两侧沟渠积水，确保排水通畅，解决
田间排水问题。为进一步完善防汛隐患排查整改机制，当前不
断夯实汛期物资储备，各村严格按照防汛要求，认真备好木桩、
铁条、编织袋等防汛物资，做到人员物资储备充足。

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力度，全面全力提速。立足于人居环境
整治常态化、制度化，以问题整改为切入点，从细节出发，扩大
整治范围，尤其是对一些卫生死角、村容村貌、户容户貌，地毯
式清理杂草、拆除断壁残垣、清理池塘沟渠漂浮杂物等，全面清
除卫生死角，改善村容村貌。

鱼台县张黄镇

汛期防汛不放松
环境整治齐发力

本报微山讯（通讯员 周运洲）为弘扬传统文化，丰富老年人
晚年生活，微山县赵庙镇赵庙村一群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
年人戏曲爱好者自发组建了一支文艺队伍“夕阳红老年人艺术
团”，艺术团主要是以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题材为内容，
编排一些豫剧、柳琴、四平调等带有地方特色的戏曲、歌曲、小
品等节目。

据了解，老人们通常在每周的周一和周四集聚在赵庙镇赵
庙村老年人活动中心排练节目，逢节假日时，他们还会在镇广场
搭起简易的舞台为村民们义务演出。艺术团中有一个老人已经
80岁了，走起路来都显得步履蹒跚，就连拿起二胡的动作都看
起来不那么利索，但当音乐响起，推拉弓的动作又显得那样的
行云流水般自然，时而随着乐曲的节奏上下摇晃，认真的神情
让人不由得沉醉其中。艺术团成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和良好的
精神风貌向群众们演绎了一首首好听的戏曲，与此同时也调动
了老人们参加健身及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丰富了退休老人的生
活，展现出退休老人健康的活力和自信的魅力。“我们是老有爱
好、老有快乐、老有所用、发挥特长，贡献余热，最终做到只要你
想听，我唱到一百年”。赵庙镇“夕阳红”艺术团的团长如是说。

赵庙镇赵庙村一直致力于建设和谐健康的文化环境，深入
群众，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搭建更多的平台，以满足村民们的文
化需求，增强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

微山县赵庙镇

唱响不落的“夕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