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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6日，市委常委、
市委统战部部长李志雄深入大祥
区调研指导精准扶贫工作。李志
雄强调，要落细落实精准扶贫要
求，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帮
扶，切实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李志雄先后到扶贫联系点大
祥区板桥乡横冲村和罗市镇盘比
村，实地察看村级综合服务平台、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情况，
现场查阅精准扶贫表册资料，并
与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区乡村干
部进行座谈交流，详细了解帮扶
工作开展情况及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李志雄对大祥区的精准扶贫

工作和驻村帮扶取得的实效给予肯
定。李志雄强调，要认真做好精准
识别。要学透、吃透政策要求，压
紧、压实工作责任，狠抓问题整改，
扎实做好基础工作，确保识别、退出
和纳入精准到位。要严格落实精准
施策。坚持帮扶措施一户一策，组
织人员深入贫困户家中开展走访了
解，共商脱贫之计。要扎实开展精
准帮扶，结合美丽乡村和村级综合
服务平台建设，因地制宜、统筹推进
贫困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帮助群
众解决安全饮水、上学难、就医难等
实际困难，不断增强贫困群众获得
感和幸福感，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
贫。 （杨小平）

切实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李志雄深入大祥区调研指导精准扶贫工作

本报讯 6 月 7 日下午，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斌带领市人大
城环委和市人大常委会联工委相
关负责同志来到市环保局，就市十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的有关人
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督办。

会上，市环保局负责人就由市
环保局主办的人大代表建议《关于
加强资江流域污水综合整治的建
议》办理情况作了具体答复。交流
讨论了由市环保局协办的《关于威
溪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及上游威
溪河污染整治的建议》、《关于加强
全市各类水库饮用水源水质保护
的建议》、《关于立法保护武冈城区
唯一生活水源——武冈威溪水库
的建议》等人大代表建议。

李斌指出，市环保局办理代表
建议工作抓得紧，抓得实，及时给

予了代表答复，并得到了相关代表
的肯定。他强调，现在代表建议办
理的流程与以往不同，按相关规
定，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
会分工负责所对口联系单位的具
体督办工作，督办后对每一件代表
建议的办理工作要形成一个客观
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意见，为常
委会审议和测评办理工作提供依
据。下一步，市人大城环委作为对
口联系委员会，要主动担起责任，
加强与主办单位和会办单位的对
接。市环保局作为主办单位和会
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意见建议办理
工作，不能停留在文字答复上，要
真情实意、保质保量，认真办理好
每一件代表建议，扎实督促落实办
理情况。 （刘小幸）

市人大常委会
到市环保局督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本报讯 6 月 7 日下午，副市
长蒋志刚组织国土、住建、规划、
林业、房产、城管、民政、城建投以
及北塔区等部门负责人，到邵西
大道和宝庆西路延伸段提质改造
工程项目现场办公。蒋志刚要
求，要加强调度，紧密联动，合力
解决当前难点问题，确保项目按
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邵西大道目前共完成征地
1100 亩，拆迁工作共需拆迁 137
栋，其中，樟木、刘黑、白田三村共
65 栋，3 月全部完成拆迁、倒房工
作；新滩社区已签订拆迁协议 64
栋并完成搬家腾房，尚有8栋没有
签订拆迁协议。宝庆西路延伸段
提质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招投标
工作，并对道路沿线征地拆迁等
情况完成了摸底调查。

蒋志刚深入两路项目建设现
场，实地查看工程推进情况。他
强调，这两个项目都是今年市本
级重点建设项目，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广大群众热切关注，各级
各部门一定要切实履职，加强联
动，合力解决当前工作面临的难
点问题。北塔区要进一步加大矛
盾调处力度，加快项目红线范围
内的土地房屋征拆进度，确保项
目顺利推进。各职能部门要加大
工程调度力度，加快施工进度，齐
心协力把各项工作抓好抓紧抓
实，确保项目按照既定的时间节
点有序推进。

蒋志刚还就两项目中遇到的
个案问题进行了具体部署安排。

（记者 朱 杰）

合力解决项目难点
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本报讯 6 月 7 日，市政协党
组成员李放文到驻村帮扶联系点
绥宁县唐家坊镇上白村调研指导
精准脱贫工作，总结前段驻村帮
扶工作，分析存在问题，并就下一
步精准扶贫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2015年，市信访局、市农业技
术管理处、市全民健身指导服务
中心组成驻村帮扶工作队，到上
白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通过调
研，工作队突出精准扶持，重点培
育特色增收产业。当年 11 月，上
白村把不便耕作的山田荒坵全部
栽种上了青钱柳。去年，村里尝
试参股经营开发林地，吸收村民
参股发展产业。目前，上白村已
种植青钱柳300余亩，去年发展的
黑山羊基地和发放的一万只鸡苗

已全面开始收取效益。今年，上
白村还栽种了200亩无花果，年底
就可以采摘无花果果实。

李放文对前段驻村帮扶工作
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要求严格
按照中央和省、市相关要求，进一
步做好精准文章，要通过精准识
别、精准施策、精准帮扶、精准脱
贫，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各项工作，
确保上白村精准脱贫目标如期实
现。

李放文还走访慰问了结对帮
扶贫困户谢花凤，了解她近期脱
贫进展情况，鼓励她树立自力更
生的思想，通过帮扶和自身努力，
争取早日摘掉贫困的“帽子”。

（马剑敏 彭合儒）

做好“精准”文章确保如期脱贫

“原来餐餐吃萝卜白菜，肚子里面
寡得慌。现在手头宽松了，顿顿都有
油水！”“去年，家里各种收入有5万多
元，人均9000多元，今年过了个‘肥年’
啊！”“我搬进县城新房，又在家门口找
到了工作，打心眼里高兴！”……怀化
市中方县中方镇桥亭村走出贫困的村
民们喜悦溢于言表，言语中充满脱贫
后的欢欣。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省委
书记杜家毫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
兑现“脱贫攻坚一个也不落下，到2020
年全省人民一道同步实现小康”的庄
严承诺。我省作为扶贫大省，始终把
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与全省同步建成
全面小康社会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头
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脱贫攻坚成
绩斐然。然而，脱贫攻坚犹如滚石上
山，越往后难度越大。面对剩下的大
部分贫困人口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帮扶任务重、时间紧、难度大的形
势，我省在2017年3月正式印发《湖南
省“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将集中解好“三道题”，全力
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其一，解好“思考题”，确保脱贫目
标不落空

有个成语叫作“有的放矢”，比喻
说话做事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如何如期啃下脱贫攻坚决胜期这块硬

“骨头”，是全省上下不懈思考和努力
的问题。这个“思考题”，就是解决“扶
什么”的问题。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
我省还有445万贫困人口，分布在全省
14个市州。贫困人口致贫因素复杂，精
准帮扶和精准脱贫难度很大。为解好
这道“思考题”，我省制定了脱贫攻坚的
时间表和任务书，以倒计时方式将脱贫
摘帽任务分解到每个年度。

具体来说，我省的贫困人口脱贫
计划为 2016 年脱贫 125 万人（已超额
完成）、2017年脱贫110万人（含社保兜
底脱贫对象）、2018 年脱贫 110 万人、
2019年脱贫110万人、2020年重点解决
返贫人口问题；贫困村退出计划为
2016 年退出1053 个村（已完成）、2017
年退出2500个村、2018年退出2500个
村、2019年退出871个村，贫困县摘帽
计划为 2016 年 2 个贫困县摘帽（已完
成）、2017年10以上个贫困县摘帽，其
余且按年度计划摘帽，2020 年重点解
决贫困人口问题。

为了将目标进一步细化，《规划》
从约束性和预期性两个方面提出了14
项具体指标。其中，约束性指标包括

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等8项；预期
性指标包括贫困村农村电网覆盖率、
贫困村通宽带比例等6项。比如，约束
性指标中的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数量，
就明确要求2016—2019年每年分别完
成 16 万人、33 万人、20 万人、11 万人；
预期性指标中的贫困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就要求不少于4万元/村。

需要说明的是，贫困发生率低于
2%是贫困县摘帽的硬性指标要求。为
此，我省将贫困县全部摘帽提前至
2019年，这是为了预留缓冲时间，以利
于对2%以内未脱贫人口和返贫人口进
行帮扶，从而力争2019年、确保到2020
年所有贫困区县“摘帽”、贫困村“销
号”、贫困人口“越线”，实现“两不愁、
三保障”的总目标。挂图作战、按图销
号，这场脱贫攻坚战就不是空对空，而
是实打实。

其二，解好“操作题”，确保扶贫举
措不虚浮

明确目标和任务之后，接下来就
要为扶贫攻坚铺好“路”、架好“桥”，解
决好操作问题，即解决“怎么扶”的问
题。为了使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彻底
摆脱贫困，我省在扶贫攻坚中结合全省
实际，组织实施了脱贫攻坚“七大行动”，
即发展产业脱贫、转移就业脱贫、易地搬
迁脱贫、加强教育脱贫、推进健康扶贫、
生态保护脱贫、社会保障脱贫，着力解决
扶贫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问题。

一方面，发展产业脱贫是“十三
五”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根据《规
划》，我省将继续坚持“资金跟着穷人
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项
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的“四跟
四走”产业精准扶贫思路，按照人均投
入帮扶资金1万元的标准，因地制宜发
展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区域特色产
业，支持1万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产业，每个贫困户至少实施1个增收项
目、掌握1—2项实用技术，6924个贫困
村，村村有特色产业基地。湘西花垣县
十八洞村村民施全友便是产业扶贫的
受益者。通过产业扶贫，40多岁仍单身
的施全友不仅在村里开了首家“农家乐”
发家致富，还在去年元旦成功“脱单”，与
重庆姑娘孔铭英喜结连理。

另一方面，我省将继续构建转移
就业脱贫、易地搬迁脱贫、教育脱贫等
多样扶贫方式。每种脱贫模式针对不
同特点的贫困对象，从而使得扶贫举
措更加具体、更有实效。比如，转移就
业脱贫重在加大对农村贫困人口劳务
输出，提高他们的稳定就业能力；异地

搬迁脱贫重在确保搬迁群众住房安全
得到有效保障，实现贫困人口搬得出、
稳得住、能脱贫；教育脱贫重在提高贫
困人口的基本文化素质和贫困家庭的
劳动力技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
教育扶贫工程，着力从源头上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等等。

其三，解好“必答题”，确保脱贫结
果不造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确保到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个“确
保”，就说明“脱贫”是一道必须完成、
没有商量余地的必答题。无论任务多
么艰巨，这道必答题都必须完成并答
好。为此，我省着力创新和完善脱贫
攻坚的体制机制，坚决防范假脱贫、保
证真脱贫。

一是创新精准脱贫管理机制。对
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建档立卡，做
到贫困人口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严
格退出标准、退出程序，严防边脱贫、
边返贫，严禁数字脱贫、假脱贫。二是
创新扶贫资源整合机制。将资金和项
目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并最大限度
落实到贫困村、贫困户，以重点扶贫项
目为载体，捆绑使用专项扶贫资金、相
关涉农资金、社会帮扶资金等，形成脱
贫攻坚的最大“合力”。三是创新贫困
群众参与机制。扶贫更要“扶心”，“输
血”更要“造血”，帮助贫困群众树立

“苦熬不如苦干”的观念和“勤劳致富
光荣”的思想，实现“富口袋”与“富脑
袋”的有机结合。四是创新资金项目
管理机制。建立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
整合机制，县审批、县整合、省备案的
资金项目管理机制，规划项目协同推
进机制。通过打好创新和完善脱贫机
制这套“组合拳”，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查、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的过、一笔资金一笔资金的
审，对全省脱贫攻坚工作和结果进行
全面的“透视”和“体检”。

“叩石恳壤，挖山不止。”当前，我
省的脱贫战已经到了决胜攻坚的关键
时刻，只要我们坚定“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信念，鼓足“不破楼兰终不还”的
劲头，就一定就能齐心协力拔掉穷根，
万众一心打赢这场“攻坚战”。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马纯红）

齐心协力拔穷根
——我省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

⑨

6 月 7
日，全国高
考首日，市
区 考 点 附
近，省警校、
军校等院校
设立的宣传
点，吸引了
许多考生家
长 前 来 咨
询。
罗哲明 摄

本报讯 6月6日上午，市燃气总
公司再次组织维修、调压、营业所等部
门的工作人员，对市一中、二中、六中
等高考考点区域的供气压力、供气设
备设施运行等情况进行安全巡查，以

确保高考期间上述区域供气万无一
失。

为全力保障高考期间燃气安全输
供工作，该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多措并
举落实服务工作。要求生产部门保障

气源，做好调度，从维修、调压、营业所
等部门抽调骨干技术人员，做好燃气
安全巡查、应急抢险、故障维修等工
作。同时，对各考点区域供气压力情
况、供气设备设施运行及使用情况、气
源是否充足等进行上门巡查，做好回
访。高考期间，组织专人到考点区域
值守，时刻待命，设立应急预案，遇到
问题立马解决。 （肖 燕 郭巧艳）

确保高考期间供气万无一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