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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9月27日讯 淄博市高
青县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工程是否
竣工？后续如何实现滩区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27日，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级调研员王贻志进行了解答。

全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
程2017年全面启动，淄博市工作
主要在高青县，共涉及常家、木
李、黑里寨3个镇17个村1443户
5275人，全部以外迁方式进行安
置，分别在3镇规划建设3处安置
社区，共建设住宅楼55栋1848
套，总占地面积324亩，总建筑面
积22.5万平方米。其中，一期工
程安置13个村1109户3985人，二
期工程安置4个村334户1290人。

工程概算总投资6.67亿元，其中，
一期工程5.17亿元，二期工程1.5
亿元。一期工程已于2020年底
全部搬迁入住，二期工程目前已
分房到户，正在陆续装修入住，计
划今年10月份搬迁入住。

从搬迁方案确定，到安置社
区选址、户型设计等都充分征求
群众意见。考虑滩区群众老人和
妇幼居多的实际情况，社区住宅
楼采取“6+1”带电梯模式，户型分
为120平方米、90平方米、60平方
米三个类型，一层为车库，2至7层
为住宅，水电气暖配套设施齐
全。出台了困难群众上楼补贴政
策，由县财政发放生活补贴30元
/人/月、取暖补贴626元/户/年。

常家安置社区选址县城规
划区内，紧邻高青县经开区。
协调经开区企业开展“春风行
动”，已为滩区群众提供就业岗
位150余个。开河村、五合村两
个村的2600亩土地已经全部流
转，由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进
行集中经营。

木李安置社区选址在镇驻
地，与得益田园牧业小镇为邻。
木李镇与得益乳业公司签订用
工协议，可为滩区群众提供千人
用工岗位。另外，龙湾行政村实
施“三变五合”改革，累计流转土
地2400亩由合作社进行集中经
营，进一步增加了群众收入。

黑里寨安置社区占地70亩

小微产业园正在建设，引进山东
翠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5000万元建设净菜加工生产及
冷链物流配送项目，建成后可提
供就业岗位200余个；与鲁供集
团进行洽谈，对黄河对岸1600亩
耕地进行集中流转托管，土地固
定租赁收益将从300元/亩增加
至750元/亩；党支部通过领办合
作社，与大型农企进行深度合
作，将全部土地流转，扩大瓜菜
种植基地面积，探索“水稻—龙
虾”试点养殖，适时建设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在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的同时也为乡村产业振
兴提供示范样板。

3处安置社区都成立了村

组织领办的物业服务机构，从
村集体收入中拿出部分资金，
补贴物业运营费用，进一步降
低群众上楼生活成本。

加快滩区旧村拆除复耕，用
好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加快土
地流转，力争滩区土地全部实现
流转。积极发展特色种植养殖、
乡村旅游、农产品深加工等，提
高农业综合效益，加快安置社区
周边小微产业园建设，谋划推动
一批符合滩区实际、适应群众就
业需求、受群众欢迎的好项目。
加强滩区群众就业技能培训，帮
助搬迁群众就近就业，让群众既

“挪穷窝”又“拔穷根”，过上安居
乐业的新生活。

淄博9月27日讯 目前，淄
博市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已
实施完成，今后淄博市农村危
房改造工作会有哪些后续巩固
措施？27日，淄博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
城进行了解答。

脱贫攻坚收官之后，淄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继续扛
牢压实政治责任，更加重视自
然新增和受灾突增危房问题，
持续保障每一户、每一个脱贫
群众的住房安全，同步扎实做
好介于贫困人口边缘的农村低

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
保障工作，重点从以下5个方面
发力，持续巩固淄博市农村危
房改造脱贫攻坚成果。

积极主动与乡村振兴、民
政等部门对接，明确农村低收
入群体等保障对象，按照工作
程序，保障对象可向村委会（社
区）提出申请，按照村评议、乡
镇审核、县级审批工作程序，对
经鉴定或评定住房属C、D级或
无房户予以支持。对于本人无
法申请的，由村委会（社区）帮
其提出申请。

淄博市将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依法依规保障农村低收入
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主
要通过农户自筹资金为主、政
府予以适当补助方式实施农村
危房改造，按照“修缮加固危
房，户均补助一般不低于0.8万
元；拆除重建或选址新建房屋，
户均补助一般不低于1.8万元，
实际费用不足补助标准的，按
实际补助”的原则进行补助，配
合财政部门严格使用农村危房
改造补助资金。

除将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

纳入农村危房改造支持范围
外，鼓励各区县采取统建农村
集体公租房、修缮加固现有闲
置公房、村集体协助盘活农村
闲置安全房屋等方式，解决符
合条件的保障对象住房问题，
地方政府可给予租赁或置换补
贴，避免因建房而返贫致贫。

加强乡村建设工匠等技术
力量培训，各区县因地制宜编
制符合安全要求及农民生活习
惯的农房设计通用图集，引导
农户选择低成本的改造方式。
强化指导督导力度，及时发现

问题并督促整改，做好监督验
收工作，确保改造房屋质量
过硬。

按照“及时发现、即时帮
扶”和“监测预警、加强保障”的
原则，对重点保障对象房屋重
点进行监控，同步与扶贫、民政
等部门加强协调联动和数据互
通共享，一旦发现新增疑似危
房，及时组织鉴定，对新鉴定出
的危房及时建档、列入计划、落
实资金、实施改造，确保即查即
改、应改尽改。

高青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工程二期计划10月搬迁入住

持续保障脱贫群众住房安全

淄博9月27日讯 淄博市
在提升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
生健康服务、推进乡村振兴建
设方面，有什么具体措施？27
日，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组成员、副主任阚金菊进行了
解答。

为更好地保障农村群众
享受到医疗健康服务，2017

年，淄博市在全国首创“第一
村医”健康扶贫帮扶模式，从
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选派6
批615名“第一村医”派驻和覆
盖1850个村，服务贫困人口
10 . 5万余人，组织知识宣讲
4.05万次，义诊21.57万人次，
门诊接诊21.97万人次，转诊
患者8718人次，为偏远、贫困

地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
健康服务。

2020年10月，为持续强基
层、补短板，推动城市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对“第一村医”工作
进行优化升级，全面启动实施

“名医基层工作站”建设工作，
建立基层医疗机构帮扶长效机
制，并将其纳入“十四五”全市

卫生健康工作重点任务内容。
到2025年全市城市名医专

家、优秀医师下基层服务人数
达到1000人以上，累计为基层
培训培养1000名以上卫生技术
骨干，基层医疗机构均建有2至
3个过硬的特色专科，基层医疗
机构及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服务
能力显著提升。

同时，积极推行“行走的医
生、流动的医院”巡诊模式，通
过定点诊疗、医生巡诊、上门服
务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就医取药、医保报销、专家预约
等服务，有效填补了卫生室空
白村的医疗卫生服务短板，进
一步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获
得感。

填补卫生室空白村的医疗卫生服务短板

淄博9月27日讯 目前，淄
博市医保部门在医疗保障脱贫
攻坚成果方面进展如何？27
日，淄博市医疗保障局二级调
研员孟庆木进行了解答。

自实施医保扶贫以来，淄博
市贫困人口实现了医疗保障制
度全覆盖、参保人群全覆盖、待
遇享受全覆盖，个人年度缴费财
政补助标准由2016年的380元
提高到580元，个人缴纳部分由

政府全额代缴，政策范围内报销
比例由60.2％提高到90.36%。

“基本医疗有保障”目标全面
完成。

住院保障方面，建立健全了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医疗机构减免、扶贫特惠险“五
重保障”制度，基本医保提高到
70％，最高支付限额为20万元；
大病保险起付标准由1.8万元降
为5000元，最高报销比例达到

了85％，并取消了最高支付限
额；重点救助对象医疗救助比
例不低于75％，封顶线不低于
1.5万元。再经“医疗机构减免、
扶贫特惠险”保障，贫困人口政
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90%以
上。“五重保障”后，对个人自付
超过5000元以上的部分，给予
再救助，按照70%的比例予以
报销，年度累计救助限额2万
元。同时，建立了城市定制型商

业医疗保险“淄博齐惠保”。
门诊保障方面，实现了医

疗费用保障无缝隙全覆盖，门
诊统筹基本医保最高支付限额
由900元提高到1000元，按照
50％比例予以报销；1000元以
上至4200元以下部分按照55％
比例予以报销；超过4200元以
上部分，按照门诊慢性病和特
惠保险政策报销。高血压、糖
尿病“两病”保障不设起付标

准，报销比例提高到60％。门
诊慢特病病种由9种增加到24
种，纳入大病保险和扶贫特惠
险保障范围，政策范围内报销
比例达到90%以上。

就医服务方面，住院患者实
行“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
算，门诊就医患者实行即时联网
报销，门诊慢特病患者实行“医
保联系卡”制度，向贫困人口提供
更贴心、更暖心、更顺心的服务。

淄博“基本医疗有保障”目标全面完成

5年过渡期内帮扶政策、资金支持、帮扶力量总体稳定
淄博9月27日讯 下一步，

脱贫攻坚期出台的政策措施是
否继续施行？有没有新的调
整？27日，淄博市乡村振兴局
副局长陈作磊进行了解答。

淄博市委、市政府于3月19
日印发了《关于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若干措施》（淄发〔2021〕8
号），明确打赢脱贫攻坚战后，

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
帮扶政策、资金支持、帮扶力量
总体稳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的有效
衔接。

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过渡期内严格落实“四个不摘”
要求，脱贫攻坚期内出台的教
育、医疗、住房、饮水、养老、产
业、就业、金融、保险、兜底救

助、残疾人帮扶等各项政策措
施，过渡期内保持总体稳定，继
续对脱贫享受政策人口进行帮
扶，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
确保稳定脱贫不返贫。

健全防止返贫致贫动态监
测和帮扶机制。压实村“两
委”、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等
责任，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
致贫户、严重困难户实施常态

化监测，重点监测收入支出状
况、“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
全情况。坚持预防性措施和事
后帮扶相结合，及时发现、分类
施策、精准帮扶，坚决防止返贫
和新致贫。探索建立淄博防返
贫致贫大数据监测管理平台，
加强相关部门单位数据共享和
对接，健全主动发现、镇村核
实、部门监测、跟踪回访相结合

的易返贫致贫人口发现和核查
机制，实施帮扶对象动态管理。

完善社会帮扶机制。落实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继续开展村
企结对帮扶。发挥工会、共青团、
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优势和民
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作
用，开展各类帮扶活动。发挥各
级慈善总会及其他社会组织作
用，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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