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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宋亚鲁

在消除绝对贫困后，2021年，我国脱贫
攻坚战的重心转向“相对贫困”。致力于
“贫困与社会救助”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对我省社
会救助创新给予了重点关注，他表示，“十
三五”时期，山东在保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的同时，积极探索相对贫困背景下的困难群
众帮扶机制，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兜
底保障作用得到了切实强化和充分体现。

在杨立雄看来，山东省扩大社会救助政
策覆盖面，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获
得感和幸福感。“十三五”期间，山东省制
定印发《山东省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等
文件，将因残疾、患重病等造成的支出型贫
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

患者纳入低保范围，不断强化农村低保与扶
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适度放宽低保申请
条件，极大扩大了低保覆盖范围。目前，山
东省低保对象共计147 . 6万人，全省生活不
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达到54%。

“在临时救助方面，山东全面建立了乡
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实行急难
对象24小时先行救助和小额临时救助乡镇
（街道）直接审批，这切实提高了临时救助
时效性。”杨立雄说。据了解，“十三五”
期间，山东共实施临时救助89 . 1万人次，发
放救助金26 . 86亿元。

随着低保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保障的
标准有什么变化？杨立雄表示，“十三五”
期间，山东推动完善了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
制，全省城乡低保标准由“十二五”末的每
人每月472元、283元增长到“十三五”末的
732元、560元。山东还建立了特困人员救助
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
标准由2017年的每人每月752元、484元分别
增长到现在的每人每月1009元、777元。

在采访中，杨立雄特别关注的，是困难

群众中的特殊群体。他提到，现在山东全
省机构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平
均标准分别达到每月1774元、1415元、
1415元、1054元。全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标准达到148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标准达到123元。

“山东对于特殊困难群体的关爱，远
不止这些。”杨立雄说，为加强困境儿童
关爱服务，山东为在保孤儿安排健康体
检，建立健康档案，提供诊疗、康复、特
殊药品等帮助。全省16市均建有至少1处
集养、治、教、康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
儿童福利机构。为加强残疾人服务保障，
“十三五”时期，山东投入省级福彩公益
金5194万元，为7833个低保家庭和贫困户
残疾人免费安装和配置假肢矫形器13704
件。

与此同时，山东还高度关注经济困难
老年人，年发放资金7亿元，已补贴66 . 4
万人。为解决农村困难老年人养老难题，
打造以县级敬老院为中心、区域和乡镇敬

老院相衔接的特困人员供养设施，建有敬
老院897处。安排省级资金1 . 76亿元在22个
县开展农村老年人相对集中居住养老试
点，建设农村养老周转房4242套。

杨立雄认为，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
设、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是推进社会救助工
作的关键。山东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
出台了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指导意见和措
施，山东各地围绕探索相对贫困背景下的
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新模式，涌现出一批在
全国有影响力的典型经验。“临邑县‘10
+1+3’的大救助工作体系、青岛市城阳区
的社会救助心理关爱基地、荣成市的农村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服务模式、东营市对流
浪乞讨人员实行的‘网格化’管理……”
杨立雄对这些地方在救助工作上的创新印
象深刻。

对于今后一个时期山东的救助保障工
作，杨立雄建议，山东应继续探索新形势
下的困难群众帮扶机制，乘势而上求突
破，发奋图强开新局，实现社会救助事业
更高质量发展。

淄川首创“行走的医生 流动的医院”健康扶贫巡诊机制，70个医疗“空白村”有了医疗服务点

大山里开来“流动医院”
□ 本 报 记 者 杨淑栋

本报通讯员 王木东 闫盛霆

2月20日正月初九，清晨微寒，沿着蜿
蜒的山路，一辆印有“行走的医生 流动的
医院”字样的巡诊车，载着东坪卫生院的家
庭医生签约团队，开进了淄博市淄川区西河
镇东小庄村的医疗服务点。这是东坪卫生院
春节假期后的首次巡诊。

每逢五、十（每月5日、10日、15日、20日、25
日、30日），是东坪卫生院巡诊车进村的日子。
村民们已早早在村委会大院等候，贫困户（脱
贫不脱政策户）赵娜也在其中。

“最近血糖控制得不是很好，我再给你
换换药。”家庭医生签约团队队长司书玲根
据赵娜的病情对症下药。赵娜的糖尿病史已
有十几年，她用的药只能从县城医院拿。赵
娜告诉记者，以前她早上6点多就要坐车去
县城看病拿药，最少也得折腾一上午。“司
大夫住在县城，自从她成了我的家庭医生，
每次都是她帮我带药，真是太方便了！”

“这个药一天两次，一次两粒，舌下含

化”“平时吃饭少吃咸”……司书玲与队员
们细心问诊并普及保健知识，这样的忙碌一
直持续到中午。

东小庄村是省定贫困村，也是没有村卫
生室的医疗“空白村”。在淄川区，像东小
庄村这样没有村卫生室的医疗“空白村”有
70个，常住人口近万人，患有糖尿病、高血
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群众2000多人，且大
都是老、弱、残、贫群体。有些“空白村”
距离卫生院达十几公里，一天仅一趟公交车
来回，看病难、看病远的问题格外突出。

“再深的山也要有医生去，再远的路医
生也要走。”东坪卫生院院长宗德钢告诉记
者，从2019年7月起，淄川区首创“行走的
医生 流动的医院”健康扶贫巡诊机制，在
70个“空白村”设立医疗服务点，成立了
190支1400人的医疗巡诊小分队，为百姓健
康保驾护航。

在2月25日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
彰大会上，淄川区卫生健康局被中共中央、
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成为全国卫健系统唯一获奖单位。

除了例行巡诊，随访贫困户也是“流
动医院”家庭医生的日常工作。下午，司
书玲和副护士长白洁一起，背起医疗箱，
来到东小庄村村民陈家停家中。

“高压106，低压60。”司书玲翻了
翻床头的药盒，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叔
啊，降压药不能一次吃好几种，降得太多
也很危险的。”

今年62岁的老陈曾是村里有名的能
人，去年年初突发的脑出血，差点压垮了
这个一向要强的老汉。

“年前有阵子零下21℃，人家还来家
里给俺量血压……”陈家停声音哽咽，摆
摆手，一个劲儿地说给大夫们添麻烦了。

“叔，不麻烦，有啥事随时给我打电
话。”司书玲指着墙上的家庭医生联系卡
嘱咐陈家停。

“儿子在外工作忙，大夫来看我们都
比自己孩子频繁，就跟亲闺女似的。”一
旁，陈家停的老伴拉着司书玲的手笑着
说。

东坪卫生院“管辖”的24个村，全是

山区村，全院50多人分成了6个家庭医生
签约团队，司书玲的队伍包4个村，她个
人还负责其中的东小庄村。谁的血压控制
得不好、谁最近又感冒发烧……在这里工
作了23年的司书玲对家家户户的年龄、健
康情况都了然于心。如今，巡诊车不仅开
进了大山，也开进了群众心里。

百姓的认可给了司书玲和队员们莫大
的鼓舞，但他们也经常感到分身乏术。全
区70个“空白村”，东坪卫生院辖区就有
7个，涉及600多名老人，而整个卫生院在
编的医护人员仅37人，一人兼数职已是常
态。以司书玲为例，她除了是家庭医生签
约团队的队长，也是东坪卫生院的口腔科
大夫，同时还要兼顾公共卫生科的业务。
虽然现在实现了每5天一巡诊，但总有照顾
不到的时候。在完善“流
动医院”巡诊制度的同
时，宗德钢也迫切希望
充实、提升村医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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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相对贫困背景下困难群众帮扶机制
——— 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

□ 本报记者 魏然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期间，住鲁
全国政协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
感，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积极通过提
案形式履职建言，共提交提案116件。提
案所提建议和意见经过各承办单位认真办
理，或转化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或吸纳成
为决策参考，发出了住鲁委员好声音，凝
聚了干事创业正能量。

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多新变
化，不少委员提案都围绕落实“六稳”
“六保”任务、做好民生保障等建言。
“您提出的进一步细化农业保险制度的建
议，对于加强农业保险法治化建设、完善
农业保险体制机制和促进农业保险规范发
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银保监会在给
孔维克委员的提案答复中表示，下一步推
动过程中将认真吸收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
议，构建完善科学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
以更好发挥农业保险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和促进乡村振兴方面的重要作用。

“脱贫之后怎么能有效防止再度返
贫，要把老百姓的志气扶起来、智力提上
去、心气聚起来，才能让脱贫成果可持
续。”李掖平委员去年提交了《关于切实
推进文化扶贫工作的提案》，建议将文化
扶贫同经济扶贫、技术扶贫统筹推进。对
此，中宣部和文旅部都给予了答复。“中
宣部的工作人员和我电话沟通了挺长时
间，探讨了扶志、扶智和经济扶贫融为一
体的可行性，介绍了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
的一些考量；文旅部的回复则表示他们在
打造彰显地方特色的旅游项目时会加以考
虑。”李掖平说，随书面答复寄来的，还
有文化扶贫项目相关政策文件和介绍，比
如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扶持，地方红色文
化资源的传承，电影电视剧投资拍摄等
等。“通过这些回复，我感受到国家部委
对于政协委员提案的高度重视。我对答复
很满意，希望看到工作继续推进。”

“推出海洋科普APP等新媒体，是普
及海洋知识、满足公众求知欲的有效方
式。”自然资源部在对侯一筠委员提出的《关于推出海洋科普官
方APP、助力全民海洋意识大升级的提案》答复中认为，该建议
对推进海洋科普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正在
开发建设的“自然资源宣传教育综合平台（APP）”，融宣传、
教育、科普、培训等为一体，海洋科普和海洋知识教育也将是其
主要内容之一。

一直比较关注新能源发展的张国俊委员，经过调研提交提案
建议“制定国家标准，加快推进纯电动汽车发展”。工业和信息
化部答复说，鼓励相关企业开拓创新，开发先进动力电池、新型
充电和换电技术，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下一步将不断完善动力电
池标准体系，加快《电动汽车换电安全要求》国家标准的审查报
批，充分发挥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的作用，加强动力电池技术
研发，为纯电动汽车推广应用做好技术支撑。

一些推动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提案也获得回应。5位住鲁全国
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的《关于支持山东开展全国经略海洋综合试
点，推动海洋强国建设的提案》，自然资源部等承办单位在答复
中表示，在研究编制“十四五”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过程中，
将对如何更好发挥山东和青岛在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中的作用、任务，以及如何建设海洋中心城市、发展海水淡
化与综合利用等进行统筹研究，对青岛海洋经济发展予以积极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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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与黄冈市缔结友好城市，双方在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方面开展合作———

长江之滨长出“寿光菜”

□ 本 报 记 者 张鹏
本报通讯员 雷军

长江流经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堵城镇，
江左环绕滩地形成江心洲——— 叶路洲。这里
曾经洪涝多发，十年九灾。如今，当地生态
修复与绿色发展齐抓共管，打造出国家级生
态农业园区。

荆楚大地春来早，在园区叶路洲（寿
光）现代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园项目的温室育
苗棚内，来自山东寿光的早茬蔬菜种子长出
的幼苗绿意盎然。“我们依据黄冈的地理环

境因素，综合温室大棚的种植优势，选择了
早春茬蔬菜种植栽培，主要试验品种有黄瓜
（津优35）、辣椒（瑞克斯旺37-94）、茄
子（美茄8号），半个月前定植完成，目前
长势良好。”近日，寿光农业发展集团董事
长陈沂涛告诉记者。

为巩固山东省对口支援黄冈疫情防控工
作成果，去年潍坊市与黄冈市缔结友好城
市，双方建立合作长效机制，在先进制造
业、现代农业、文化旅游、教育卫生等方面
开展务实合作。

2020年12月2日，潍坊黄冈友好城市合
作项目——— 叶路洲（寿光）现代设施蔬菜产
业示范园项目开工。该示范园项目主要建设
农业种植的设施大棚、温控大棚、玻璃智能
温室大棚、设施用房等，由寿光农业发展集
团子公司与黄冈市当地农业公司合资开发。

目前，一期工程正在分节点逐步建设施
工。

陈沂涛告诉记者，黄冈市相关部门十
分重视合作项目，专门成立了“叶路洲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专班”，“集团负责进
行农业技术培训，利用寿光现代设施农业
技术优势，探索出一个在湖北省及周边可
复制可推广的高质量发展的‘黄冈模
式’。”

为深化潍坊与黄冈的战略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去年9月19日至10月8日，潍坊
市还配合举办了第三届黄冈地标优品云上
博览会暨东坡文化旅游节。记者从潍坊
市·黄冈市友好城市工作牵头单位潍坊市
发展改革委获悉，潍坊市积极调度县
（市、区）提报对接文旅及农业合作项
目，推进项目进展，推动“双招双引”洽

谈项目落实落地。
“如今，潍坊一中与黄冈中学正在开

展校际交流合作，潍坊市文旅局与黄冈市
文旅局建立文化旅游全面战略合作，潍坊
市卫健委与黄冈市卫健委在中医药产业
（艾灸）上谋求突破。”潍坊市发展改革
委重大项目服务中心副主任侯建说。

鲁鄂名士多，文脉承相接。在黄冈，
临朐沂山、青州古城、诸城恐龙等重点旅
游资源开始被人知晓。黄冈文赤壁、遗爱
湖、天台山等景区，潍坊游客流连忘返。

诸城市文旅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诸
城市、湖北省黄冈市、广东省惠州市、海
南省儋州市、四川省眉山市5个城市已签
订了友好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加入东坡文
化联盟，轮流举办“东坡文化节”。

山东启动公务用车管理

专项领域示范点建设
10家单位入选

□记者 赵君 通讯员 岳玉龙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日前出台《山东省公务

用车管理专项领域示范点建设工作方案》，正式启动公务用车管
理专项领域示范点建设，通过选树标杆典型，充分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带动我省公务用车管理整体工作提升。

《方案》确定10家单位为第一批省级公务用车管理专项领域
示范点建设单位，分别是：济宁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肥城市机
关事务服务中心、济南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淄博市机关事务管
理局、威海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昌邑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博
兴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德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青岛市机关
事务服务中心、临沂市罗庄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方案》要求，各示范点建设单位要紧紧围绕规范管理、高
效保障、厉行节约这一核心任务，发挥改革创新拓荒牛精神，在
挖潜增效上下功夫，在管理创新上下功夫。要在公务用车管理标
准化、信息化“两化融合”，集中统一管理，公务用车全生命周
期管理体系建设，保障基层公务出行，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等方
面，加大实践创新力度，积极探索有效的管理手段和保障模式，
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创新举措和办法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有
效解决基层公务出行保障难、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不平衡、公务
用车使用效率低等问题，实现公务用车管理更加规范、公务出行
保障更加高效、监督管理更加公开透明、公务用车运行成本不断
降低的目标。

□通讯员 吉喆 报道
近日，在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野岗

埠村，工作人员使用植保无人机在麦田
上空喷洒除草剂。随着气温回升，枣庄
市种植的210多万亩小麦进入喷施除草
剂的关键时期。当地组织专业服务队利
用植保无人机等现代农业技术和设施消
除杂草，全力保障小麦丰收。

科学除草

保麦丰收

（上接第一版）统筹推进文化和旅游对外交流合作，实施“孔子
文化和旅游使者”计划。以“好客山东”品牌为统领，以“十大
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为主干，以16市子品牌为支撑，以企业品
牌、产品品牌、服务品牌为基础，构建“好客山东”品牌体系。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新征程中迈好第一步至关重
要，会上介绍了今年我省文化旅游发展的重点工作。

为全力营造庆祝建党100周年浓厚氛围，我省将高标准、高
水平举办第十二届山东文化艺术节，实施“艺术创作质量提升工
程”，重点做好入选文化和旅游部“百年百部”作品打磨提升、
展演展示工作。办好中国歌剧节、“8个100庆祝建党100周年”
等系列活动。实施“好客山东·云游齐鲁”智慧文旅工程，今年
“五一”节前，全省智慧旅游云平台将上线运行。

促进文旅消费方面，我省计划于3月底正式启动第五届山东
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省级财政安排3000万元资金，带动全省
发放不少于1亿元的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券。研究出台我省国有
文艺院团深化改革实施意见，激发院团内生动力。以国有景区所
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为突破口，推进国有景区体
制机制改革，提升旅游景区核心竞争力。在考古工作方面，擦亮
“海岱考古”品牌，着力推动山东考古在考古课题研究、考古社
会影响力、考古工作管理三个方面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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