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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小饭桌”立规矩，这个可以有！
文/刘予涵

（上接7版）县委组织部经过
详细研究论证，争取项目资
金75万元，整合村集体土地
50亩，建起了塑料大棚30个。
乌兰察布市工商局帮扶13
万元进行了水利配套建设。

2018年5月28日，北京
的玫珑瓜种苗种在了阳高
村30个大棚里，14户贫困户
承包了大棚。

针对致贫原因开“药
方”，围绕脱贫攻坚需求下

“菜单”，商都县坚持不懈地
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
准推进上下实功，打出一套
组合拳，目的就是要在增强
贫困群众脱贫的“造血”功
能上见实效。

———“菜单式”产业扶
贫。按照《商都县产业精准
扶贫实施方案》和《关于
2018年产业精准扶贫项目
补贴的补充通知（试行）》制
定了产业扶持名录和奖补
标准，对贫困户进行产业扶
持。目前，全县10个乡镇符
合“菜单式”产业扶贫的贫
困户共计13681户，涉及资
金2531.4095万元，已全部
发放到位。

———龙头企业和合作
社带动产业扶贫。对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首先考虑与
龙头企业和合作社通过订
单合同型、流转聘用型和服
务协作型三种模式建立紧
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全县78
家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和591家农民合作社带动
26352名贫困人口实现稳定
增收。

———光伏扶贫建设。对
没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和残
疾人贫困户，通过建设光伏
电站的资产收益模式带动
增收。项目全部并网发电
后，覆盖全县贫困户1505
户，每户每年收益3000元，
持续扶持20年。

———电商扶贫。全县共
举行农村电商培训会40多
场，培训农村电商人才432
人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80人次。建成村级电商服
务站91个，覆盖81个行政
村，共带动1024户贫困户，
户均增收278.4元。

———资产收益扶贫。对
无劳动能力和暂无产业增
收项目的贫困户，依托华盛

绿能、奥淳、嘉利、健坤、鑫
磊等龙头企业和合作社，通
过土地托管、牲畜托养等方
式，带动贫困户增收。2017
年投入2494.8万元，带动
2495户贫困户、实现收益
249.48万元；2018年投入
1065.6万元，带动3579户贫
困户、实现收益357.9万元。

有 撑 腰 的 有 兜 底

的———精准扶贫无死角

贫困户张艾怎么也没
想到，他这个半残废人还能
活得风风光光。住的是亮亮
堂堂的砖瓦房，冰柜、电视
机等家电应有尽有。出门电
三轮代步，光景越过越红火。

2013年他做了左腿换
膝手术，欠下了5万多元的
外债。老伴儿患上了风湿性
关节炎，重活干不了。用他
的话说，老两口合起来也

“捏不成个整人”，只能凑凑
乎乎活着。

2016年，张艾家被识别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从此，
驻村工作队员经常来家嘘
寒问暖，为他出主意、想办

法、谋出路。
2018年，他所在的阳高

村大棚种植从北京引进的
玫珑瓜，驻村工作队找上他
说，在大棚内搞种植，苦轻
活不重，正适合他，动员他
承包了一座大棚。今年8月
底一收获，六七千元攥在了
手里。

不仅如此，张艾的老伴
儿一有空儿就去种植大户
打工，间苗、拔草，日赚工钱
七八十元。他家还享受了健
康扶贫帮扶，村医月月上门
送药，住院报销比例高，看
病花不了几个钱。难怪张艾
由衷地说：“感谢党的政策
好！哪道坎儿过不去总会有
人帮。”

张艾说的好政策，就是
商都县正在全面落实的普
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扶贫政策，就是要进一步编
密织牢脱贫这张“保障网”。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继
续落实好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资助政策，今年将对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进行资
助，2018年需要资助的建档
立卡贫困学生共计3166人

（含2014年、2015年脱贫人

口），今年春季学期教育资助
金740.8万元足额发放到位。

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在
健康扶贫方面，一是免费健
康体检服务，为贫困人口每
年开展一次免费体检和疾
病筛查工作，建立健康医疗
体检档案，并为检测出疾病
的贫困患者及时制定治疗
方案。2018年以来，已体检
17650名贫困人口。二是“先
诊疗、后付费”及“一站式”报
销服务，县内医院住院治疗
的贫困患者无需交纳押金便
可及时得到治疗，住院报销
取消起付线，在好转出院时，
个人只需交纳医疗费用的
5%，并在医院专门窗口结算
医疗费用；县外就医的贫困
患者，由扶贫爱心基金先行
按90%支付报销款，最终将
报销款归回爱心基金。今年
以来，县内医院救治1931人
（次）、报销1167.8万元；县外
治疗956人 （次）、报销
1167.45万元。三是“三个一
批”行动计划，组建家庭医
生签约团队222支，签约服
务5114人，签约服务率100%。

在社会保障兜底方面，
商都县将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中符合低保和五保条件
的全部纳入低保和五保，对
处于低保边缘尚未达到低
保条件的贫困人口给予现
金直补兜底。目前，全县社
会保障兜底扶贫人口达
12111人，已发放2018年前
三季度社会保障救助金
3225.3235万元。

记者手记
群众满意度是脱贫攻

坚工作考核评估的重要指

标，也是检验脱贫攻坚成效

不可替代的标准。当前，脱

贫攻坚已到了啃硬骨头、攻

城拔寨的关键阶段，提升群

众满意度显得更为重要。商

都县在脱贫攻坚中践行的

“倾注‘工匠’精神，下足‘绣

花’功夫”的做法，让我们深

切的感受到，只要把贫困群

众放在心头，把贫困群众脱

贫的责任扛在肩上，心贴心

像亲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

战指日可待。

满意度才是“硬杠杠”
———商都县脱贫攻坚纪实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孙亚辉 张俊在 皇甫美鲜 胡 芳 刘 江

为了加强学生“小饭
桌”管理，规范经营行为，
保障学生饮食安全，呼和
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呼和浩特市学生“小
饭桌”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从备案管理、经营管
理等方面强化管理，让“小

饭桌”更安全。（10月25日
《北方新报》）

近年来，城市学校周

边出现了很多“小饭桌”，

“小饭桌”解决了孩子们午

餐就餐难的问题，还能为

孩子提供看护和休息的场

所，因而很受家长青睐。然

而，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与

制约机制，一些“小饭桌”

出现了无序失范现象，其

安全、卫生状况令人担忧。

“小饭桌”大多集中在

学校周边居民楼，呈现多、

杂、散的状态，从业者素质

参差不齐，普遍缺乏卫生

和营养知识，有的人甚至

连健康体检都没做过，孩

子们的安全健康缺乏保

障。一个“小饭桌”，往往能

吸引十几甚至几十个孩子

前来就餐，一旦出现食品

安全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小饭桌”遍地开

花，但至今国家没有针对

“小饭桌”出台专门的法律

法规，餐饮、住宿等相关行

业的法律法规也不适用于

该业态。“小饭桌”监管涉及

工商、消防、食药监等众多

部门，但因为没有明确具体

的监管规定，导致“小饭桌”

经营存在着管理“盲区”。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

圆。饭桌虽小，却关系着孩

子的安全和健康。现在首

府及时出台了“小饭桌”管

理办法，目的就是填补监

管空白，促进“小饭桌”良

性发展。笔者以为，此举甚

好，既让“小饭桌”开办者

有章可循，也让管理部门

有法可据，更让家长和社

会各界放心。由此看来，给

“小饭桌”立规矩，不仅可

以有，更值得其他地方借

鉴推广。

评论投稿信箱：bfxbbt

xw@163.com，请注明“本

土声音投稿”。

◎◎头条锐评

10月23日，自治区团
委、农行“金融支持青年创
业行动计划”启动会议在
呼和浩特举行。该计划操
作流程为：根据各级团委
推荐，由农业银行安排专
项信贷规模用于“行动计

划”，通过专属信贷产品和
金融服务，每年度（实施期
为3年）投放信贷资金原则
上不少于10亿元，累计投
放资金原则上不少于30亿
元。（10月25日《北方新
报》）

创业是当下热词，备

受广大青年青睐。但对没

有多少家底、人脉尚不广

泛的创业青年而言，“缺

钱”是个普遍性问题，而

且融资渠道狭窄。很多正

规金融机构担心经营风

险，对此类项目惜贷拒

贷，走这条路子困难重

重；虽说网上不乏各类贷

款机构，但缺点是利息

高、不可靠，如果不小心

踩了“套路贷”的雷，更会

陷入创业不成反而负债

累累的绝境。

具有便捷优惠、稳定

可靠等特点的贷款，是青

年创业者们最为理想的

资金来源。支持青年创业

要见真章，首先就应在资

金方面有所体现。此次，

自治区团委、农行推出的

“金融支持青年创业行动

计划”，正中他们下怀。贷

款规模彰显出扶持力度

之大，广大青年们可借这

股东风，实现自己的创业

梦。

做好金融服务并非

只利于贷款人，贷款带动

创业，创业带动就业，就

业带动脱贫，对创业者的

金融优待具有滚雪球的

效果。所以，这样的举措

应该成为政府部门以及

金融机构的常规动作，以

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支持青年创业要见真章
文/南 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