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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交和出租车都是一个城市文明的窗
口、文明的象征。我市一些出租车目前存在着让
市民很无奈的现象：拒载——常以堵车、无回头
客、交接班等为理由；不打表——直接跟客人说要
到目的地多少钱，显示“空车”的状态进行营运；不
打票或给以往的废票——常以票刚用完、打票机
子坏了、没票为由；乱停放、争抢客源——如火车
南站、汽车南站、汽车东站等地，出租车无序竞争，
抢夺客源相当刺眼。部分破旧、超龄出租车仍进
行营运。上述现象极大地影响了我市的城市形
象。为此建议：

1.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迅速开展城市
出租车专项治理工作，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手机
号码；

2.各有关部门联合成立督查队，对出租车经
营行为进行督查，尽快纠正出租车司机拒载、不打
表、不打票或给以往的废票、乱停放、争抢客源的
行为；

3.建立出租车经营户诚信档案，加强对出租
车经营户的教育和管理，督导其对聘用司机服务
行为的管理和规范；

4.加强打击非法营运力度，坚决取缔私家车
和报废车非法营运；

5.划定出租车的候客停车区（位），强调候客
出租车排队、依次发车，切实维护我市出租车客运
的正常秩序。

规范我市出租车营运行为
市政协委员 赵忠明

农村致富能人带动、帮助贫困群众共同发展致
富，对于加快贫困户脱贫致富步伐，培育形成互助友
爱风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此，建议在脱贫攻
坚中建立邻里互助的“户帮户”工作机制。

1.“户帮户”工作机制的三种互助形式。一是实
行先富帮助贫困户。鼓励农村致富能人结对帮扶贫
困群众，通过现场指导，帮着干、带着干，帮助理清发
展思路、找准致富路子，提升贫困户的致富能力。二
是实行大户帮助创业户。充分利用涉农企业、专业
合作社、种养专业大户、致富能人的载体作用，对创
业户“传帮带”，把有发展意愿的困难群众组织起来，
组织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三是实行亲帮亲和邻
帮邻。充分利用血缘、地域和界限的亲邻之间互相
关爱、互相帮助。

2.“户帮户”工作机制的三点工作建议。一是加
强政府引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积极引导实施农村

“户帮户”建设与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农民
致富步伐结合起来。基层党组织要积极牵线搭桥，
按照村民自治办法，突出村民主导，当好“中间人”。
二是坚持群众主导。充分尊重和发挥群众的主体作
用，避免用“官意”代替“民意”，引导群众自主、自愿
的选择帮扶对象、帮扶措施。三是注重典型宣传。
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及时总结推广农村“户帮户”
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宣传农村“户
帮户”工作机制，提高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建言献策

建立脱贫攻坚“户帮户”工作机制
市政协常委 潘先伟

目前我市一些农村没有安装路灯，即使安装
也很少投入使用，居民夜晚出行存在隐患。因此，
应当加快路灯建设，特别是在农村，要大力推广和
普及太阳能路灯。其理由是：

一是太阳能路灯成本低。由于传统路灯低压
输电线路长，不仅线路上的耗电较大，而且，挖沟
铺线和变电设备成本极高，而太阳能路灯系统是
一套独立供电系统，不需挖沟埋线，不需输变电系
统，安装方便，不受地域限制，环保节能。二是使
用效果好。太阳能路灯有超强的LED灯具作为光
源，并且采用智能化的充放电控制器设备，同亮度
下，太阳能路灯耗电是白炽灯的十分之一、荧光灯
的三分之一，而寿命却是白炽灯的50倍，荧光灯
的20倍。三是环保高效。太阳能路灯无污染、无
噪音、无辐射；耗电量小，发光效率高。

为推广和普及太阳能路灯，建议：
改造升级原有路灯。城市主干道及亮化工程

路灯原先为普通照明的，全部改造为太阳能路灯；
城市新装路灯原则上安装太阳能路灯。在新建楼
盘小区、旧城改造社区、风景名胜地区安装太阳能
路灯；加快乡镇村组路灯改造和新村聚居点太阳
能路灯安装，力争实现“村村有路灯，路路有亮
光”；积极引进太阳能发展企业，研究制定太阳能
发展规划，做好资金调节、奖励资金、技术规范、安
装数量的规划，将太阳能路灯推广和普及列入重
大民生工程内容。

大力推广和普及太阳能路灯
市政协委员 聂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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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五岭为障，雪峰为屏。生活在这片
土地上的人民，淳朴厚道、刚烈守信，但依然
有8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虽然近年来邵
阳市发展迅速，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目前
仍有8个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重点县、1273
个贫困村，脱贫攻坚任务非常艰巨。

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
寨”的冲刺期，邵阳市政协全力参与、积极配
合。省政协启动助力脱贫攻坚“三个一”行
动，对于邵阳政协人来说，是一份新的任务
书，也是一次再动员，时间表更明确，路线图
更清晰——全力以赴，为全市贫困人口一个
不落地脱贫贡献力量，这是全体邵阳政协人
的共识和担当。

●扶贫议政 献良策出实效

80 万贫困人口分布在哪、为何贫困、怎
么帮扶？工作量巨大，非严谨细致不足以求
公平，非实事求是不足以树公信。对此，市政
协主席周吉平说:“要围绕精准识贫、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出实招，助力市委、市政府打好
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贫困村、贫困户如
期全面脱贫。”

2016年3月，邵阳市政协就精准扶贫召开
专题协商会。为增强协商实效，市政协于年初
便组织政协委员和市扶贫办等相关人员，花一
个月对选定的16个贫困村进行深入调研。

在专题协商会上，市政协向参会的市委、
市政府领导提出“部分村应重新识别贫困对
象、解决贫困户居住条件问题、将无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全部纳入低保并适当提高补助标
准”等5条建议。

市委、市政府领导充分肯定“市政协调研
扎实、建议有针对性”，相继召开有关会议进
行认真研究，并作出决策：一是要求部分村对
贫困户进行一次重新甄别，张榜公布，确保公
平、公正；二是对 50006 户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部分未建档立卡困难户中的无房户和D
级危房进行房屋新建和改造，总投资25亿元
左右，全部由市、县政府承担；三是对建档立
卡中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实行兜底扶贫，并
提高低保标准等。

“这些建议抓住了邵阳扶贫工作的牛鼻
子。”在市政协委员、市扶贫办副主任屈利先看
来，市政协助力脱贫攻坚工作抓得既扎实又有
创新，很好地促进了邵阳市的精准扶贫工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6 月 15 日至 21
日，邵阳市政协组织全市政协系统扶贫联系
人和市县扶贫办干部共56人在北方民族大
学办班培训，围绕“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治
理”、“精准扶贫之对策”等开展专题讲座、经
验交流和考察活动。

“培训加深了对政策的认识，提升了助推
精准扶贫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切实增强了责
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带队的市政协副主
席周晓红说。

各县市区政协也围绕脱贫攻坚积极履
职，城步政协于2015年开展了“政协委员苗
乡边境发现千里行”活动，形成了调研报告

《关于边境村民情状况及建议》和专题纪录片
《敢问路在何方》，促成县委、县政府出台“三
年行动计划”，3年整合资金1亿元，旨在全面
解决全县72个边境村基础设施、民生保障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个一”行动 实打实见真情

“我从小与外公、外婆相依为命，小学毕
业后曾想进入社会为家庭分忧，接到‘思源移
民班’的入学通知，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
9月7日，在新宁县焦家垅中学“思源·佑华教
育移民长城信息班”的开班仪式上，12岁的
高晨馨发言时忍不住落泪。

在民建邵阳市委会的积极争取下，思源
移民班的50名贫困学子将连续3年享受每人
每年2000元资助，民建市委会50名各级政协
委员还与这些贫困学生家庭进行了“一对一”
结亲，帮助其家庭脱贫致富。

自省政协号召开展“三个一”扶贫行动以
来，邵阳市政协先后召开了主席会议、常委会
议、县市区主席会议、界别活动小组负责人会
议等 8 次会议，周吉平亲自层层动员“三个
一”行动，设计登记表格，并高度关注工作进
度和上报数据，力求多层次、全方位地部署和
动员全市各级政协委员积极参与。

市政协研究出台的《关于在政协委员中
开展“三个一”助力脱贫活动的实施意见》，提
出了“委员参与率达100%，结对帮扶1000户以
上，省、市政协委员每人每年资助资金1000元
以上，县级政协委员每人每年不少于500元”的
活动目标。

邵阳市大祥区政协主席陆先宏坦言，由于各
级委员即将换届，少数委员对于“三个一”行动心
生犹豫，自己最初接到市政协工作部署时也感到
有些为难。但在市政协的高度重视下，区政协通
过广泛交流，委员们充分意识到参与的意义，纷
纷表态“不管换不换届，照样结对帮扶”。

今年8月，市政协副主席王若波带队前来
督查结对帮扶开展情况，特意走到陆先宏帮扶
的扶贫户家中，当面询问“你认不认识他”、“来
过几次”、“怎么帮助的”。谈及当时的情景，陆
先宏笑着说“幸好工作做得还算扎实，不然就出
糗了”。

几个月来，许多委员慷慨无私的扶贫行动
常常令王若波感动：64岁的市政协委员贺尚秀
建有上万亩油茶基地，2000多户贫困家庭得以
享受入股分红和租赁收入。她先后照顾6名孤
儿成人，还有一个父亲生病、母亲智障的孩子正
在读高中，她再三叮嘱两个儿子“如果我不在
了，你们一定要供他念完大学”。

●驻村扶贫 出新招摘穷帽

2002年，邵阳市政协委员张小兰和丈夫

到邵阳县黄亭市镇金峰村创业，逐渐发展起
亚洲最大的石膏矿企业——双雄矿业。金峰
村属全省“十三五”扶贫工作重点村，2014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 1600 元，村里基础设施薄
弱，几个村民小组连毛路都没有。

2015年5月，金峰村被确定为邵阳市政
协驻村帮扶点。经过深入考察，扶贫队了解
到不少贫困户苦于缺少本钱，便找到张小兰
商量，能否让贫困户们入股双雄矿业每年分
红，她一口答应。

于是市政协向上争取资金80万元，作为
金峰村280名贫困对象的股本投入到双雄矿
业，每人每年分红创收400元以上。一个三
口之家的贫困家庭，每年能分到1200元。

过去，双雄矿业工人多来自外地，张小兰
坦言“工资更低，也少些麻烦”。在市县政协
的协调下，张小兰积极安排金峰村40余名贫
困人员进企业务工。村民邓小毛以前在周边
打零工，没有稳定收入，当上矿工后每月有五
六千元收入，家庭一举脱离贫困。

去年以来，在市政协的协调下，双雄矿业
出资200万元，市政协另争取资金200万元，
为金峰村新建了一条4.3公里长、6米宽高标
准村道。

市政协驻金峰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林道君
记得，刚到村里时，村民们并不以为然，觉得不
过是走形式。随着村里泥泞的道路变成了平
坦的公路，水、沟、渠、耕作道路等改造升级，引
进了特色产业，新增了300亩油茶，村民们渐渐
改变了态度，开始对脱贫致富充满期待。

林道君告诉记者，去年至今，周吉平主席已
经进村8次，走访了数十户贫困家庭，并将其中
境况最差的邓光国家作为自己的结对帮扶户。

妻儿都患有智障的邓光国，除了每年
960 元的低保收入外，在村里拾荒每年收入
大概1500元。他家中十分破旧，最新的家当
是门外挡雨棚，他说“这是周主席自己出钱帮
我盖的”。在周吉平的带领下，市政协机关全
体委员都在金峰村进行了结对帮扶。

“帮扶小额贷，技术培村民。残病有低
保，困补建房金。扶贫工作队，对口结穷亲。
八方伸援手，村舍面貌新。”不知哪位金峰村
民作的诗，形象地描述了他们眼中的驻村扶
贫工作。

邵阳县高小平委员创办的兴隆粮油有限
公司常年聘请年龄较大、没有特长的贫困户
从事油茶管护工作，既为贫困户解决了就业
问题，还通过基地示范，提高贫困农户种植技
术，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

目前，邵阳市各级政协委员 3253 人，已
参与活动的委员2989人，参与率达到91.9%，
结对帮扶 2637 户，资助经费总额 324.54 万
元。市政协办公室联络科科长邓翔告诉记者

“这是没有半点水分的数据”。

真情扶真贫 实干求实效
——邵阳市政协系统助力脱贫攻坚纪实

刘敏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