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 8 . 28 星期五

0531-85193700
0533-3159015

读者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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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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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十几户村民

在家门口脱贫

“咔嚓、咔嚓”，一把红色的小
剪子在衣服间来回穿梭，一件崭新
的衣服逐渐有型。眼前这位身着花
衬衣的老人是王村镇中央村的贫
困户王春华。“现在年龄大了，不戴
眼镜‘瞅’不见。”王春华笑着说。

一年前，王春华还是靠天吃饭
的“坐地户”。一家三口全部的经济
来源是自家1.7亩地里的杨树苗以
及相对有限的低保补助金，每年收
入23000元。

“老伴儿20年前去世了，家里
两个女儿，小的是小儿麻痹症，7次
手术都没治好……每次手术都是
全麻，记性大不如前了。”王春华
说。至于她的大女儿，则精神上也
有残疾，情绪时好时坏，需要有人
时刻照顾着，“过去的日子真是一
眼望不到头。”王春华说。

去年9月，王村镇驻村服务工
作队找到她，向她介绍剪线头的活
儿，并建议她牵头拉拢周边有劳动
能力的老人成立小分队，带领大家
致富。

“一般是上午八九点，城里的
公司往村里送衣服，多了一千来
件，少了三四百件，时间不固定，有
时一天送一次，有时一天两次，最
近天气不好，隔了两三天才来一

次。”王春华介绍，她每次都会叫上
周围的村民在村口的大街上接衣
服，同时分发给邻里，剩下的她再
一并拿回家。最多的时候，有十几
户村民跟她一起干。

由于今年疫情，王春华服务的一
些公司退了订单，“现在一次也就
收三五百件，分配给三四家再干，
但只要干就能多少挣点钱，心里也

踏实很多。”
踏实的不仅是有活干，还有经

济向好后，衣服数量的增加，“有奔
头！”她说。

“全家的医药费

有了着落”

衣边绷紧、拐角、剪线……王

春华剪线头动作十分娴熟。不一会
儿，工作台上的制成品已经堆了好
几打。王春华介绍，一件衣服手工
费0 .15元，全家一年能多挣2000多
元。

8月26日下午，王村镇阴雨蒙
蒙，工作了一个多小时，王春华的
腿又开始疼了，这是她腰椎间盘突
出引起的并发症。“大腿像抽筋一
样，每次疼半小时，不吃药根本干
不了活儿。”王春华说。

买药是全家最大的开支，除去
医保报销，一年也要花费2000多
元。

一同改变的还有王春华的家。
今年5月，王村镇为这个家庭装上
了铝合金扶手，安上了坐式淋浴
器，全家人的生活又多了份保障。

“一家人有事没事的干点儿
活，医药费就省下来了。”王春华
说，能在家门口挣上钱，她很知足。

“剪剪线头，生活就有奔头。”她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表示。

全区整合250万元

开展民生保障险试点

王春华是周村区脱贫攻坚工
作的一个缩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解
到，近年来，当地围绕破解收入略
高于贫困户的相对贫困群众政策
保障难题，全区整合250万元资金，

在全省率先开展城乡居民民生保
障险试点，按照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原则上不高于4200元(原市定脱贫
标准线)的1 .5倍预设民生保障线，
低于民生保障线的纳入保障范围，
对因病、因学、因灾和因意外出现
致贫返贫风险的给予保险救助，做
到“未贫先防”。

于是，当地的“王春华们”进入
了政府的视野。

“我们还成立了工作专班，对
全区残疾人情况逐户摸排，对疑似
残疾和有办证换证需求的，集中组
织医生上门进行鉴定，王春华家也
是其中之一。”周村区扶贫办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他们已
经办理残疾人证241本，实施无障
碍改造165户，发放血压计、听书
机、护理床等辅助器具1556件套。

数据见证了“王春华们”的改
变，也雕琢着安静的时光：截至6月
底，全区4001户8331人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其中，脱贫享受政策人口
2304户4558人、脱贫不享受政策人
口1697户3773人)、即时帮扶人口
13户33人，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
4700元。此外，全区15个省定扶贫
工作重点村“五通十有”全部达标，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稳定超过6万
元。

如今，在王家，小剪刀依旧“咔
嚓、咔嚓”的“奔走”，但王春华觉
得，剪线头，生活就有了奔头。

家庭“微车间”助贫困户年增收两千元
工作时间自由，家门口就能挣钱，一把剪刀剪出新生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崔雪

8月26日上午十点，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中央村，77岁的王春华戴
上老花镜，提起袖子，从地上衣服堆里随手抓了一件，摸索着衣角的线
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本报淄博8月27日讯(记者
樊舒瑜 通讯员 王伟) 目前，
全国大面积小麦机收已结束，经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和专家实
地调查，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了
2020年全国各省小麦最高产量，
山东理工大学生态无人农场冬
小麦以亩产856 . 9公斤位列榜
首，刷新全国单产新纪录。

据悉，生态无人农场理念由
兰玉彬教授于2017年提出，自
2019年1月21日筹备建设，农场
整合了现代农艺和农机装备、绿

色植保技术、无人机、机器人、人
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3S等众多高新技术，通过周
期性轻简耕作、秸秆全量精细还
田、宽苗带精量免耕播种、化肥
精准深施等系列技术措施，使小
麦播种和生长的土壤环境更加
适宜、植株分布更趋合理，力争
实现小麦种植绿色可持续优质
高效生产。

6月17日，山东省农业农村
厅组织省农科院、省农技推广总
站、省种子站等单位的5位专家

组成实打测产专家组，对坐落于
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北高东村
的生态无人农场种植的“山农28
号”小麦示范点进行实打测产。
经过随机选点、现场实收、测定
杂质等多个严格步骤，测产实收
面 积 2 . 0 1 亩 ，收 获 鲜 籽 粒
1758 . 15公斤，籽粒平均含水量
13 . 65%，杂质率1 . 3%，折合亩产
856 . 9公斤，刷新全国冬小麦单
产记录。

生态无人农场种植的“山农
28号”小麦，由国家“万人”计划

专家、农工学院朱俊科教授团队
培育而成。该品种于2014年通过
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2 0 1 7年通过国家审定。
2018年年推广面积达895万亩，
位居全国冬小麦品种推广面积
前五名，2019年秋播种植面积已
跃升为山东省第二位。为确保冬
小麦丰收，学校生态无人农场团
队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克服秋冬
种局部干旱、暖冬旺长、“倒春
寒”、条锈病重发，以及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等不利因素。团队负责

人，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
院士，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
院长兰玉彬教授多次到农场，指
导小麦田间管理和无人驾驶收
获机收割小麦。

据该校生态无人农场团队专
家介绍，此次冬小麦高产记录的刷
新，源自优质小麦品种和先进的种
植管理高科技技术集成相结合，说
明我国目前小麦高科技增产潜力
巨大，给未来研究超高产小麦、特
种小麦育种、栽培种植、田间管理
等提供了有益借鉴和示范。

淄博无人农场小麦亩产刷新全国纪录
优质品种和管理技术相结合，为研究超高产小麦提供借鉴

本报淄博27日讯(记者 李超)
8月27日，淄博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举行，会议
通过一批任免名单。

会议任命贾玉威为淄博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彪为淄博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孙涛为淄博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王丽为淄博市人民
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工作室

副主任。免去陈德诚的淄博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决定任命闫
桂新为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杨刚为淄博市民政局局长，
苏嗣君为淄博市信访局局长，张涛
为淄博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决定免
去陈思林的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主任职务，许子森的淄博市民
政局局长职务，马靖的淄博市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杨刚的
淄博市信访局局长职务。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一批任免名单

涉及政府多个职能部门

淄博医保优化营商环境，改进便民服务措施

淄博生育津贴实现即时申领
本报淄博8月27日讯(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齐迪) 8月27
日，淄博市医保局通报优化营商
环境相关举措，包括取消医保个
人账户预留考核金、生育津贴网
上申领等措施。

据悉，淄博将取消医保服务个
人账户预留考核金做法，对医药机
构使用个人账户实行据实结算、全
额支付。同时加强对定点医药机构
管理不松懈，实行年度综合考核，
信息系统记录预留保证金，定点医

药机构年度综合考核所承担的违
约考核金，将在次年规定时间内自
行上交或由医保部门直接代扣。据
测算，可以每年为全市定点医药机
构增加流动资金1.2亿元。

此外，淄博市医疗保障局通过
对职工医疗保障、城乡居民医疗保
障、协议定点医药机构三大领域18
类36项民生服务事项进行梳理，大
力推行医保业务全市通办，自8月1
日起，全市通办业务扩大至10项。
其中对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办理流

程进行了认真梳理和优化，疏通了
这一堵点问题，实现了生育保险待
遇业务“网上办”，让参保人少跑
腿、不跑腿。

在实现了职工住院生育医
疗费出院即时联网结算报销的
基础上，实现生育津贴申领手续
即时办结，医保部门将会把生育
津贴直接打到参保人社保卡金
融账户上，实现了全市职工住院
生育后生育津贴的即时申领发
放，极大地方便了参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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