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04 2021年8月18日 星期三
责编 安娜 美编 于静静

　　□记者 丁霞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泊
里镇海岱庄村的社区居民养老驿站，
该村脱贫户丁桂丽正站在柜台后热情
地为前来打饭的老人分发饭菜。据
悉，每个月丁桂丽都会定期到驿站为
独居老人们提供餐饮服务，这份工作
给她带去了生活的希望和勇气。
　　作为一家五口的顶梁柱，丁桂丽
不仅要伺候年老多病的公婆，还要养

育正在上学的两个孩子。多年前，丁
桂丽的丈夫因病去世，她便独自撑起
了整个家。由于两位老人已年过七
旬，且身体状况欠佳，儿女又需照顾，
丁桂丽无法外出打工贴补家用。
　　了解丁桂丽家的难处后，海岱庄
村两委班子成员积极对接镇相关部
门，寻求各种途径对丁桂丽一家进行
帮扶。按照青岛市统一部署和相关规
定，泊里镇给丁桂丽家庭投了扶贫特
惠保险。今年7月，丁桂丽的公公因膀
胱癌住院手术，花费七万多元，一站式
报销后仅自费一万余元，且自费部分

还将通过泊里镇慈善会进行再帮扶、
再救助。
　　在两个孩子的求学路上，泊里镇
也给予了这个家庭巨大的帮助。据了
解，丁桂丽的子女目前每人每年可享
3500元的教育生活补助，并且由于两
人均就读于职业学校，还同时享受每
人每年3000元的国家雨露计划职业教
育补助。
　　此外，泊里镇社会事务中心还为
丁桂丽和两个孩子办理了低保，三人
共计每月享受1134元的生活保障金，
保障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海岱庄村两

委为丁桂丽安排了社区居民养老驿站
的公益岗位，让她每个月有700元左右
的收入；村中需要找人做卫生保洁等
工作时，村里也优先安排丁桂丽上岗，
每次她都会有数十元补贴。“在各级各
部门的全方位帮扶下，俺们一家人的
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丁桂丽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泊里镇还
有三百多户像丁桂丽家这样的脱贫家
庭享受到了帮扶政策，他们在住房、教
育、医疗、养老等政策的帮扶下，过上
了安稳的好日子，幸福感、获得感和安
全感得到大幅提升。

脱贫后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泊里镇三百多户脱贫家庭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政策的全方位帮扶下过上好日子

昔日贫困户变身致富带头人

  □本报记者 王雪　本报通讯员 魏宗芹

　　今年以来，西海岸新区全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夯实产业基础，提高脱贫成色，在乡
村振兴跑道上跑出“加速度”。
　　在同样的跑道上，新区有一批实现稳定脱贫的人，靠自强奋斗创造美好新生活的同时，还积极激发农村低收入人口
发展致富的内生动力，由曾经的贫困户变身成致富带头人。海青镇的刘洪臻便是其中之一。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
在西海岸，像刘洪臻这样积极致富，并带动周
边群众一同致富的人还有很多，新区也一直将
发展产业作为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
根本之策。
  “我们始终坚持先行先试、一体推进的工
作理念，挖掘资源禀赋做大特色产业，搞好园
区配套做强优势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短
板。”区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曲勇介绍。
　　据了解，2016年以来，新区积极探索推进一
体化的政策、措施、规划，探索实施“扶贫龙头
企业+”举措，合作实施蔬菜水果种植加工、高
铁配餐等产业扶贫项目，每年获得稳定扶贫收
益的同时，充分带动了周边农产品生产基地的
发展，年可消化农产品原料3万吨，直、间接提
供就业岗位超过1000个；创新实施“园村一体
化”新模式，青岛荟泽农业将六汪镇朱家沟村
215亩土地进行流转，建立了园区建设与村庄发
展一体推进的强村富民长效机制。
　　2016-2020年，新区投入各级扶贫专项资
金2.55亿元，累计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91个。截
至2020年12月底，西海岸新区产业扶贫项目累
计收益5800余万元。“2020年起，西海岸新区每
年获得产业项目收益超过1800万元，用于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已建立了可持续稳定脱贫
长效机制。”曲勇表示，新区将以乡村振兴助推
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巩固和保障脱贫成果。

　　“靠政策脱了贫，但不能靠政策一辈
子，发展致富要靠自己。”望着养殖场里的
鸡群，刘洪臻时时刻刻都在想法子创收、
增收。
　　2021年初，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结合
自家情况，刘洪臻开始筹划开一家炒鸡店。
经过与哥哥商量，他把哥哥的老旧闲置院落
进行了改造，并设置了5个单间、4张厅桌。
如今，“洪臻炒鸡店”已开业三月有余，每天
的客流量达到50人左右，刘洪臻每月的家庭
收入也升至1.5万元左右。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也懂得‘吃水不忘
挖井人’的道理。没有党和政府的帮扶，我
们一家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
子。这份恩情，我们会一直记得。得到别人
帮助，要懂得感恩，并力所能及地再去帮助
其他人。”刘洪臻说。当了解到本村的一名
厨师因为年龄等原因回村后不能再外出务
工时，刘洪臻主动联系他到“洪臻炒鸡店”掌
勺。这样既给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增加了
对方的收入，又解决了炒鸡店的厨师空缺问
题。 
　　刘洪臻还把自己精心积累的养鸡技术
向更多村民推广，把致富的门路带给同样渴
望改变命运的乡亲，把农家“小庭院”建成了
致富增收的“小产业”，吸纳身边闲散劳动力
一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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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刘洪臻因妻子患病以及儿子上大
学每年有近两万元的花费，被精准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
　 “那时日子难过，媳妇还需要照顾，我连外
出打工都做不到。”刘洪臻回忆说，政府先后为
他家申请了医疗、教育、低保、住房改造等救
助。在多项政策的帮扶下，2016年，刘洪臻的
家庭人均收入由最初的不足2500元涨到6000
元，实现稳定脱贫。他的儿子还在教育政策保
障下完成了本科学业，破旧的老屋也被翻建成
大瓦房。“真是雪中送炭！”刘洪臻感慨道。
　　据了解，在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之
初，要强的刘洪臻总觉得低人一等。“在乡亲邻
里间抬不起头来。”刘洪臻说，经过村干部多次
耐心开导，他慢慢转变了观念，开始意识到当
贫困户不可怕也不丢人。“丢人的是只会‘等靠
要’，可怕的是被贫困打倒。”刘洪臻笑着说。
　　2019年，在村干部和帮扶干部的帮助指导
下，刘洪臻尝试买了几十只琅琊鸡苗。从此，
他每天凌晨5时起床，做完饭、安顿好妻子后，
就出门到树林里喂鸡，后来慢慢扩大规模办起
了散养鸡场。两年的时间，刘洪臻的养鸡规模
从最初的几十只发展到3000多只，成了周边小
有名气的养殖专业户，家中也逐渐有了积蓄。

“家里有了经济来源，媳妇的病情得到控制，孩
子也顺利毕业，俺们一家人又燃起了对生活的
希望。”刘洪臻感恩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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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夯实产业基础，全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