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17年1月17日 星期二 审稿：张卫民 责编：黄仁发 版式：张 凌 总检：尹一冰

抓规划，落实“六个统一”

为确保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有序开展，我市按照“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制定出台了《邵阳市农村贫
困农户危房（D级或无房户）改造攻坚行动实施方案》，以邵阳市委
办公室文件发出，推广武冈市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做法，明确各县
市区委、政府农村危房改造攻坚行动的主体责任，全面实行“县市
区统筹、乡镇村为主”的统规统建模式。各县市区委、政府负责“六
统一”即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组织施工、统一筹措
建房资金、统一验收等各项工作；乡镇村负责宅基地科学选址和三
通一平，保障正常施工，并负责解决困难户的基本生活用品。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各县市区及时制订出台了攻坚行动
实施方案。洞口县确定了由县内8家建筑企业按区域划分垫资负
责各乡镇、街道、管理区农村危房改造的建设模式。隆回县、洞口
县、邵阳县、邵东县、北塔区坚持就近、自愿、方便的原则，实行连片
修建。武冈市保持方案的连续性，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建筑层高
由上年的2.8米提高到去年的3.3米，确保老百姓住得更舒适。城
步苗族自治县、绥宁县、新宁县等危房改造注重与少数民族建筑特
色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相一致，与风景名胜区周边环
境相协调，确保改造的整体效果。

抓筹资，落实改造资金

为解决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市委市政府采取市本级平台贴息
统贷、创新出台涉农涉改资金整合等扶持政策措施，千方百计筹措
资金。

具体资金来源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资金是上级农村危房改
造专项资金。主要是从住建部门、扶贫部门下拨的中央农村危房
改造专项资金，以及省、市、县各级配套资金，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农
村贫困户D级危房改造和无房户住房建设。第二部分资金是涉
农涉改整合资金。主要是将易地扶贫搬迁、新农村建设、“一事一
议”、老区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救灾、农村环境整治、移民基础设
施建设、地质灾害防治以及县市区本级财政预算等资金整合。贫
困农户D级危房和无房户数在5000户以下的县市区所需农村危
房改造资金的50%由上述整合资金保障；5000户以上的县市区所
需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的40%由上述整合资金保障，缺口部分通过
银行贷款保障。第三部分资金是市本级平台贴息统贷资金。根据
各县市区实际需要，以市城乡投资公司为融资平台，统一向农业发
展银行贷款，解决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缺口。第四部分资金是社会
各界募集资金。通过各级慈善机构广泛募集社会捐助资金，吸引
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支持农村危房改造。同时鼓励农村危房改造
对象户的亲朋好友适当资助。

抓统筹，落实改造成效

全市危房改造攻坚行动坚持统筹推进，突出“五个结合”，落实
提升改造成效。

一是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结合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新农村
建设，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针，紧紧围绕建设秀美、富裕、和谐新农村的
要求，进一步明晰致富门道，整合资源、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将农村
危房改造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力争建设一线、推动一片、带动一
方。二是与村庄环境整治结合。农村危房改造户数比较集中的村
庄，必须编制村庄规划，以统筹集合道路、供水、沼气、环保、改厕、土
地整理、农村清洁工程等建设项目，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提高
农村危房改造水平，促进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三是与产业结构
调整相结合。以危房改造为载体，实施村（寨）整治带动产业结构调
整，扩大农民的收入渠道，实现农民的增产增收。通过产业结构调
整，使村民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改善了农
民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四是与绿色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
在推进危房改造攻坚行动时，注重生态建设，加强植被保护，严防水
土流失，有效维护优良绿色植被资源的完整性，充分发挥生态安全屏
障、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功能，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村民生
产、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实现了家居文明清洁化、庭院经济高效化、农
业生产无害化、卫生环境优良化。五是与新城镇建设相结合。农村
危房改造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我市结合实际，采取集中新
建的方式，在县城、小城镇或工业园区附近建设危房改造区，安置具
有一定劳务技能、商贸经营基础的对象户，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抓督查，落实奖惩措施。

为确保实现“选得准、建得起、搬得进、住得好”目标，我市建立
督查督办机制，重点督查工作落实情况。采取由市直相关部门分
片包干定期督查，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市监察局、市绩效考
核办不定期督查等形式不断强化督办。市发改委、市民政局、市住
建局、市扶贫办等单位各安排一名分管领导，成立3-5人的督查组
实行驻地驻点督查督办。建立情况定期通报制度和定期讲评机
制。针对各县市区农村贫困农户危房（D级、无房户）改造工作开
展情况，逐月在邵阳日报发布情况督查督办通报，并由市农村危房
改造攻坚行动领导小组逐月开会讲评。落实奖惩措施，对攻坚行
动工作年度排名前三的县市区分别奖励100万元、50万元、30万
元；对连续两个月进度排名倒数三位的，对分管领导进行约谈；连
续三个月进度排名倒数三位的，对责任县市区委、政府一把手进行
约谈；对未完成任务的县市区委、政府，该项工作绩效考核记“0”
分，且扶贫工作、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不得评先评优，其主要领导及
分管领导由纪检监察部门进行问责处理。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党和政府的关怀如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当前，全市千家万户的贫困农户心里都荡漾着搬进新
家的喜悦，创业激情更加高涨，小康之路，正在贫困群众的脚下快
速延伸。

喜 得 广 厦 五 万 间
——我市农村贫困农户危房改造工作纪实

袁 枫 张 胤

新邵县陈家坊镇朱家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

武冈市在荆竹镇脚船村 D 级危房改造中统筹规划的
“危改”房。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杜甫这份诚挚朴素的情感，超越时空。如今，他的“安

得广厦千万间”的理想在邵阳已变成现实——2016

年，市委市政府通过银行贷款、部门筹措，按照每户5

万元的补助标准，对全市所有的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危

房进行了统一改造。这给贫困家庭重新燃起了生活

的希望，照亮了贫困家庭的未来。

“贫困家庭盖新房，扶贫攻坚政策好！”邵阳县九

公桥镇新塘村村民曾双发在市扶贫办驻村帮扶工作

队的帮助下，盖起了新房，特意在大门贴了一副对联，

表达了他对党和政府朴实而又真挚的感激之情。

一年来，全市贫困农户危房改造开工率达100%，

竣工率达98%以上。入户率达到80%以上，与曾双发

一样，全市还有5万余户贫困农户住上了新房。

近几年，我市农村的住房条件虽然不断改善，但由于
历史、地理等原因，在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不
少群众仍“蜗居”在破陋的茅草树皮房和土坯房里。农村
危房，成了全市统筹城乡发展的一块“硬伤”，同时也是制
约我市全面实现脱贫，让贫困群众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的关键所在。

2015年底，时任市长、现任市委书记龚文密多次召
集市扶贫办、发改委、住建局、民政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进行研究，认真听取各部门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上级政策
支持和资金扶持情况，探讨全面启动农村危房改造的可
行性。

近30亿元的资金压力，5万余户贫困家庭。孰轻孰
重？走访、调研、研究……一项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心
中酝酿已久的重大决策终于付诸实施。

2016年5月4日，市委扶贫工作会议对危房改造工
作进行重点部署，市委书记龚文密明确提出用1年的时
间解决所有农村贫困户的危房难题。在紧接着的短短3
个半月时间里，市委市政府先后召开了两次农村贫困农
户危房（D级或无房户）改造推进会议，召开了8次调度
会议。各县市区高度统一思想，把农村贫困农户危房的
改造攻坚行动列为2016年党委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第
一时间召开了县市区委常委会议和政府常务会议，专题
研究了农村危房改造攻坚行动工作。各县市区都召开了
2次以上的政府常务会、2次以上的全县性工作推进会、2
次以上的业务培训会。

为进一步强化领导机制，市委市政府成立了农村贫
困农户危房（D 级、无房户）改造攻坚行动协调领导小
组。各县市区及乡镇都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加强对
攻坚行动的协调，绝大部分单位都是由县市区及乡镇人
民政府一把手担任组长。市委常委、武冈市委书记侯文
亲自挂帅。洞口等县实行县级领导分片包干制度，每个
县级领导都负责一个乡镇。

与此同时，我市还把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纳入脱贫攻
坚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提拔任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
重要依据，层层压实责任。将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分解到
各有关单位和各县市区，各县市区又分解到各乡镇（街
道）及村委会，层层分解任务、层层签订责任状，做到任务
明确、责任到人、措施到位。

抓机制，落实工作责任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涉及千家万户，事关困难农户的切
身利益，所以，公开、公平、公正最重要。”市扶贫办主任彭仲
文介绍，在实施危房改造过程中，市县区各级领导小组始终
坚持政策公开、对象公开、程序公开，严把对象的准入关，严
把操作的程序关，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村贫困
户 D 级危房户和无房户两类对象，按照“实、准、全”的原
则，由各县市区住建部门牵头，发改、财政、民政、扶贫等相
关部门配合，严格按照“户主申请—村组评议—张榜公示—
乡镇审核—县（市区）政府认定”的程序以及“住房危险性、
经济特困性、居住唯一性”的标准和条件，摸清底数，精准确
定改造对象，确保“村村覆盖、应改尽改”。

邵东县为保障摸底对象真实、全面、精准，推行“村组自
查、乡镇调查、督查组审查、县领导抽查、媒体监督”五位一
体的审核体系。城步苗族自治县鉴于木质房屋普遍存在，
危房等级难以把握的实际，由县房产部门抽选专业人员分
成4个组对全县的农村危房统一进行鉴定。经过多轮反复
摸底，最终核准全市农村贫困农户D级危房户和无房户为
51126户，投资总金额达30亿元。

抓摸底，落实改造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