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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山下、资江两岸，脱贫凯歌声
震云天。当扶贫和发展比肩而成为邵
阳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揽，当各级各地
上万名帮扶干部驻扎扶贫一线，宝庆
大地脱贫攻坚行动气吞山河！

我市地处湘中偏西南，贫困面积
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是全省
脱贫攻坚当之无愧的重点区域。去年
来，我市以农村贫困农户危房改造为
突破口，挂图作战，走出了一条“精准
滴灌”、独具特色的扶贫新路子。

一个地方的发展，关键在于找准
路子、突出特色。面对如期脱贫和同
步小康的双重任务，面对赶超跨越和

转型发展的双重压力，面对稳中求进
和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委市政府
把邵阳放在全省全国的脱贫攻坚大格
局中考量，实现了从发展理念到扶贫
方式的重大转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全市脱贫攻坚已进入啃硬骨
头、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与全国全省一
道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是邵阳必须不折
不扣兑现的“军令状”。我们当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坚决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役，向党和
人民交出一份
满意答卷。

脱贫攻坚 我们必赢

“扶持贫困村发展一个特色产业，
建设坚强的村级组织，直接帮扶特困
户。”这是全市落实脱贫攻坚工作的总
揽，只有找准了“病根子”才能开对“药
方子”，只有当好了发展的“领头雁”，
才能干好“分内事”。市扶贫办主任彭
仲文如是说。

攻坚克难，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队
伍。我市确定各级党委副书记主抓扶
贫工作，全市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
靠前指挥，此举为全省独创。我市在
全省率先成立乡镇扶贫办，为5 万人
以上的乡（镇、街道）配备5名以上、5
万人以下的乡（镇、街道）配备3名以
上的专职扶贫人员；所有村都明确了
1 名扶贫员，由村干部兼任。同时压
实工作责任，市、县、乡、村各级层层签
订责任状，将任务分解到村、责任到
人、落实到户，形成以上率下、层层传
导工作压力的常态化机制。

“建设一支好队伍、谋划一个好思
路、完善一套好制度、发展一项好产业”，
市里在加强村级班子建设、推动精准扶
贫、推进信息化服务方面为各驻村第一
书记交任务、压担子，使他们立足村情，
有的放矢，积极作为。第一书记们紧紧
围绕“抓党建、促发展、惠民生、育人才”开
展工作，搭建惠农政策、阳光村务、党建
信息、党员服务等平台，将党建工作与便
民服务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推进脱贫
帮扶工作扎实开展。去年8月，在市政务
中心驻村第一书记罗雄的帮扶下，新邵
县龙溪铺镇梅江村电子商务便民服务站
又一次升级，这里不但成了村民们购买
农资、销售农副产品的场所，还是村民学
习、共享信息、交流先进做法的平台。

驻村帮扶还是一份“感情活”，既要
带着对这份工作的感情，更要带着对群
众的感情，要把群众当亲人，真心为老百
姓办实事。驻村帮扶不是简单地给钱给
物，更是把驻村当事业，帮助村里理清发
展思路、早日致富——这是全市驻村帮
扶第一书记们的共识。“真没想到我家里
的小事驻村干部也会记在心上，这么快
就给解决了难题。这不，院子干净了，危
房也改造好了，还给我带来了致富产业，
真是太感谢第一书记了！”洞口县江口镇
宝瑶村支部书记舒炉宝细数着村里的变
化，高兴地向前来串门的街坊邻居说。
省财政厅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曹云辉在

担任宝瑶村第一书记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新广场建起来了，路灯亮起来了，村
民们对他的称呼也从“曹书记”变成了

“老曹”。这一变化，既体现了村民对他
的接受和信任，更源自件件贴近民心的
工作。

为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领头
雁”的作用，我市还从管理、监督、考核
等方面入手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把
驻村干部纳入常态化管理，实行一人一
档案，建立统一规范的驻村干部管理台
账，实现动态管理、实时考核。

无数次与群众促膝长谈、拉家常，
让村民们认识了村里的“新面孔”；无数
次深入到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把群众的
冷暖疾苦牢记心间……省、市、县各级
选派的万余名帮扶干部，像一个个跳动
的音符，活跃在帮扶工作的第一线。他
们真住、真心、真帮，抓党建、促规范、惠
民生、谋发展，给帮扶贫困村带来了崭新
气象和勃勃生机。他们秉持“群众第一”
的情怀，用真情暖民心、以实干赢信任，
进一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去年，全市共实施帮扶项目1615
个，5万余户贫困农户住上了新房，发
展牛羊养殖21万头，开发产业基地17
万亩，农村电网改造基本完成，建有沼
气池23万口，建成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929 处，解决 171 万人的安全饮水问
题，除险加固 6 座大型病险水闸和
1040 座病险水库。全市总计减贫 21
万人以上，超额完成省定任务。贫困
地区人均收入增幅高出全市平均水
平，“扶贫细流”逐渐汇集成统筹脱贫
的“汪洋大海”。

路漫漫其修远兮，脱贫攻坚任重
道远。2017 年我市将围绕“一个目
标”，突出“两个重点”，抓住“三个关
键”，对照“贫困人口脱贫、贫困村出
列、贫困县摘帽”等贫困退出标准，全
面推进脱贫攻坚。

“一个目标”，即全市减少贫困人口
25万人。“两个重点”，即安全饮水工程
和乡村卫生室建设。“三个关键”，即制
定“五个一批”推进配套措施，从组织保
障、资金投入、督查考核等方面，进一步
细化和压实部门责任；加强扶贫培训和
宣传，让扶贫政策家喻户晓；督查巡查
和第三方评估，通过督查倒逼作风转
变，促进工作落实。

夯实基础，选好班子，打造“永不走”的工作队伍

今日的宝庆大地，厚积薄发，
欣欣向荣。而青山绿水间至今仍
生活着被残疾、意外、病患、生存环
境等困扰的贫困人口。他们大多
分布在资源匮乏、条件落后的山
区，这是全市脱贫攻坚战中最难啃
的“硬骨头”。

如何做到精准识别，我市给每
个贫困户都建立了档案，将农民收
入变成看得见、摸得着、令人信服的
指标。全市对脱贫攻坚对象实行建
档立卡制度，按照“户主申请、村民
小组提名、村民代表评议和票决、村
委会审查、乡镇政府审核、县扶贫办
复核、县人民政府审批”的7步走程
序动态管理，并完善了《扶贫手册》
制度，录入电子信息档案。

“原来全村有200余户贫困户，
工作队驻村调研后最终确定了170
户，核减了30余户。”洞口县江口镇
黄花坪村村支部书记龙美香说，按
照市、县的规定，在“精准识别过程
中，县乡村三级干部共同入户调查，
把农户的情况清单化，并逐一评审、
把关，然后再进行公示，堵严了“人
情卡”“关系卡”。

摸清底子精准施策，我市积极
实施能带动贫困群众实现增收的产
业项目，大力发展特色水果、茶叶、
烤烟、油茶、南竹、中药材、高山蔬
菜、生猪、牛羊等优势产业，在相对
集中的贫困村建成一批标准化的农
产品生产基地，实现贫困村都有脱
贫产业。

按照“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
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走，产业跟
着市场走”的“四跟四走”产业扶贫
理念，做到项目精准覆盖、龙头精准
联结、金融精准服务，积极探索产业
到户帮扶新机制、新模式。

一是建立重点项目覆盖机制。
在8个重点县和2个面上县推行扶
贫重点产业项目政策，要求项目覆
盖一定的贫困村和贫困农户，实现
产业发展与贫困群众致富的有机结
合。隆回县金银花、龙牙百合，城步
苗族自治县高山蔬菜、南竹，邵阳县
油茶，新宁县药材、脐橙，新邵县猕
猴桃、玉竹，绥宁县南竹、青钱柳，洞
口县柑橘、南竹、生猪，武冈市青钱
柳、卤菜，邵东县药材，北塔区蔬菜
等产业都形成了一定规模，共覆盖

260多个贫困村、7.8万人。
二是建立龙头企业辐射机制。

鼓励龙头企业带动贫困地区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种养等增收项目。凡能
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龙头企业
都给予政策支持，凡实施“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的，政
府都给予贴息资金。在政策鼓励支
持下，李文食品、华强粮油等二十多
家龙头企业到贫困地区建立基地，
投资办厂，直接或间接带动十多万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三是建立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积极探索委托帮扶和股份合作等帮
扶模式，将贫困户与大市场有效链
接起来，使其融入产业链增值环节，
逐步成长为市场主体。新邵县省重
点扶持产业苏太黑猪项目，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年销
售收入1200万元以上，惠及39个村
1041 户 3857 名贫困对象。城步苗
族自治县、邵阳县、绥宁县、邵东县
依托神农金康、宝庆佬等电商平台，
发展互联网+农业，帮助200多个贫
困村、2万余贫困户脱贫致富，年销
售额上亿元。

聚焦精准，产业带动，增强脱贫攻坚造血功能

我市目前有8个武陵山片区扶
贫工作重点县，其中 3 个国扶贫困
工作重点县、1273 个贫困村，至
2015 年底全市仍有贫困人口 80
万，是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区
域之一。

市委市政府从政策体系布局
入手，对应省“1+10+17”脱贫攻坚
政策支撑体系，整盘谋划脱贫攻
坚的行业和部门配套政策，制定
构建了全市脱贫攻坚政策支撑体
系。先后出台贫困农户危房改
造、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易地扶
贫搬迁、兜底保障脱贫、生态保护
脱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等实施
方案以及《邵阳市县级党委和政
府 扶 贫 开 发 工 作 考 核 办 法（试
行）》《邵阳市脱贫攻坚任务具体
分工方案》《市直和省属驻邵单位
扶贫开发责任制考核办法》《邵阳
市脱贫攻坚宣传方案》等配套文
件。通过实施方案和配套文件的
出台，有效强化了脱贫攻坚的行
业和部门指导，形成新阶段政策
组合拳。

市委市政府在工作部署上重点
研究，在政策资金上加大倾斜，在工
作力量上优先保证。多次召开市委
常委会、政府常务会、现场推进会，
把脱贫攻坚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
程。成立“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
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
一批”以及“危房改造一批”等六个
工作推进小组，由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总调度，分管领导牵头，并明确
了成员单位。全市各级党委、政府
主要领导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
调度、亲自督促。

去年 5 月，市委扶贫工作会议
上，市委书记龚文密强调“要尽快
把贫困村、贫困户这个短板补齐，
必须确保贫困群众不掉队。” 当
年 7 月，市扶贫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上，龚文密指出，要摘掉贫困帽，
率先在全省脱贫出列，必须要解
决好“扶持谁”的问题，找准“穷根
子”，才能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
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工、在精准落
地上见实效。当年 10 月，全市驻
村帮扶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龚
文密再次强调，要挂图作战，精准
推进，真诚帮扶。市、县、乡镇、村
要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
署和战略目标，制作好脱贫攻坚
作 战 图 ，做 到 一 月 一 督 查 一 调
度。各级各部门要严肃工作纪
律，强化一把手责任，确保脱贫攻
坚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市委副书
记张殿文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职
责，严肃工作纪律，统筹兼顾，确
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2016 年 11 月中旬，年关将至，
全市脱贫攻坚工作进展如何？贫困
群众能否过个好年？带着对贫困群
众的牵挂，市委书记龚文密，市委副
书记、市长刘事青等市委常委一班
人，再次按照每人在所联系的县
（市）调研10个村的要求，纷纷走村
入户，奔忙在督查精准扶贫工作的

路上。
“村里有多少贫困户？脱贫目

标如何规划？脱贫措施有哪些？今
年有多少贫困户能够实现脱贫？”每
到一处，同样的问题，会被一一提
及；不同的回答，十有八九得到了首
肯。市领导千叮咛万嘱咐：精准扶
贫，一刻也不能耽搁；如期脱贫，一
天也不能后延！

领导的牵挂，也是百姓的期
盼。决战脱贫攻坚，全市上下勠力
同心、全面发力！

系统谋划，组合出拳，凝聚脱贫攻坚强大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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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左）向贫困村干部了解脱贫工作。
市委书记龚文密（左三）深入贫困村与群众探讨脱贫之策。

（上接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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