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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着力提升贫困群众脱贫获得感与满意度，压
紧压实帮扶责任，将脱贫攻坚工作真正置于党
员群众有效监督之下，按照《邵阳市驻村帮扶“三
述三评三公开”实施方案》的要求，11月14日，市
财政局在大祥区罗市镇希夷村召开了驻村帮扶

“三述三评三公开”评议会，对驻村帮扶工作进行
大检验。

在评议会现场，市财政局副局长、驻希夷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蒋建龙和10名帮扶责任人分
别就本单位及工作队三年来的驻村帮扶工作开
展情况、结对帮扶情况，面对10名帮扶对象和
11名村评议小组成员一一进行述职。帮扶单
位和工作队当场接受村支部书记评价和村评议
小组测评，帮扶责任人当场接受结对帮扶贫困
户评议，主持人当场公布评议结果。市财政局
优秀票11票，驻村帮扶工作队优秀票11票，综
合评议结果为优秀。10名帮扶责任人满意票
10票，满意率100%。测评结果在村务公开栏公
示、在县区级有关扶贫工作网站公开。

（钟 校）

市财政局：

驻村帮扶大检验

饶兴建

本报讯 11月10日，邵阳天元木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彭云莲带着竹炭雕产品首次走进联合
国驻华机构总部，受到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员、
开发署驻华代表罗世礼热情接见。

邵阳天元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彭云莲向罗
世礼赠送了城步特色产品炭雕“大鹏展翅”，表
达了城步的一种特色文化和民俗。罗世礼说，
城步这些特色产业名扬世界是毋庸置疑的，他
去过城步几次，对城步的企业发展充满了信
心。他说，天元木业有限公司是城步的特色龙
头企业，运营模式更加讲究，品种和样式更加丰
富，他非常喜欢，希望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
这些特色产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城步基础设施的逐步
完善，近年来城步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已成
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商贸流通、带动创新就
业、增加企业收入的新动力，通过电子商务就业创
业和增收脱贫的步伐将越来越快，越来越稳。

城步炭雕首次走进
联合国驻华机构总部

马靖宇是一个擅长软件开发的小伙子，来
到双清区政务中心想注册一家能发挥所长的新
公司。听工作人员介绍，注册公司能走全程电
子化程序，他想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马上兴致
勃勃地在电脑上进行登记。小伙子很有心，还
用“宇成”两个字的拼音“YC”设计了一个特别
的公司徽标。11月8日，邵阳宇成微服科技有
限公司设立登记的全程电子化申请得以审核发
照，小伙子乐得在微信发出公司成立信息。

双清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注册登记新
模式正式启动，这标志着申请人可以随时随地
通过手机或电脑办理企业登记等相关业务。

随着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企业
登记全程电子化和电子营业执照改革工作的实
施，为申请人提供渠道多样、业务全面、简便易
用的企业登记服务。实行登记注册全程电子化
和电子营业执照大大降低了企业创业成本，缩
短了办照时间，优化了营商环境，极大地方便了
广大市场主体的设立、变更和注销登记，让企业
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高效。

（姚 歆）

企业登记
全程电子化开启

销售人员按照规格在挑选蜜橘。杨波 张超 摄影报道

记者 杨波 通讯员 杨克勤

2015年初，国务院扶贫办将电商扶贫列为
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2016年4月，湖南省
在我市正式启动电商扶贫专项行动，我市正
式吹响了电商扶贫的集结号。各县市区相
继建成电商产业园或孵化中心，电商综合服
务中心，乡镇电商服务站，各大电商平台如淘
宝、京东等纷纷落户我市乡村。

到今年上半年，全市通过邮政系统建立县
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9个，乡镇电商公共服务
站50个，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点3502个；供销
系统在全市建立县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4个，
建立村级电商服务站点700多个，在贫困县的
贫困村中建立了278个电商扶贫站和80个贫
困户扶贫网店，从事电商销售的企业及配套服
务企业和网店上万个，电商从业人员和相关服
务人员超过5万人。

绥宁：电商让农产品进了城

母亲瘫痪十二年，生活不能自理，女儿读
书也亟需学费，作为家中的顶梁柱，务农、喂猪
成为贫困户陆友军唯一的经济来源。去年十
二月，在当地政府和绥宁神农金康药用植物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扶持下，陆友军开起了网
店，把腊肉、冬笋、葡萄这些土特产品放到网上
去卖，实现了脱贫。

近年来，为破解“农产品进城”难题，绥
宁县委、县政府致力于发展电商产业，出台
了《绥宁县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地奖励扶助
细则》，每年预算 200 万元电商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基地运营和电子商务产业的扶持补助、
培训、融资以及服务平台支撑体系建设。

基地自2016年3月正式运营以来，成功孵
化企业20余家，入孵注册企业29家，创业个体
（项目）28个，提供就业岗位及关联岗位200余
个，30余名贫困群众在基地直接实现创业或就
业，让8000余名贫困农户间接受益。先后举办
电子商务培训班 21 期，免费培训 4000 余人。
2016年，基地实现销售额1.9亿元，今年1-6月
份实现销售额1.3亿，全年有望突破3亿元。

城步：电商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

“还是网店最方便！农产品通过在网上展
示，卖出了好价钱。”龙章权喜笑颜开，并发出
如是感慨。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他在淘宝上
开设了自己的网店，经营苗木、葡萄、土特产等
特色农产品。龙章权的成功得益于城步依托
网上平台帮助当地村民销售各种农副土特产
品的电商政府扶持。

城步儒林镇白岩山村南岭苗香梨具有口感细
腻、糖分高及抗氧化、耐储存等特点。近年来，苗
香梨种植面积逐年增大，产量逐步提高，但外销无
渠道，导致每年都有大量苗香梨滞销，损失巨大。

为了做好电商扶贫工作，城步电商指挥部
今年将主要精力放在帮助群众销售农产品上，
深入种植户家中，无偿帮助他们制作网销图
片、建立网店、微店，并积极向媒体推荐这些产
品。目前苗香梨在网上售价每公斤达20元至
30元，每亩苗香梨能让农户收益2万元，电商
带动优势产业发展，真正让农户增收脱贫。

城步的电商，自2015年的12家淘宝店铺，
0家电子商务企业，发展至今拥有1300多家淘
宝店铺，3万多家微店，55家电子商务企业。城
步通过鼓励电商创业，促销本地特产，联系贫困
农户，实施精准帮扶等一系列工作举措，2016
年共帮扶1.2万人脱贫（其中直接从事电商脱贫
的1100人），今年计划帮扶1万贫困人口脱贫
（其中直接电商脱贫的1500人）。截至目前，已
帮助其中贫困户615户2375人，增收440万元，
户均纯收入达5298元。

洞口：电商让老百姓有了致富果

家住洞口县竹市镇棉花村上砖组电商尹
邦军，是当地的贫困户和低保户。2012年突如
其来的一场大病，让尹邦军花掉了近七十万的
手术费，而且术后恢复费用对于一个普通的农
村家庭来说也是个天文数字。失去主要劳动
力，妻子为了照顾尹邦军和孩子，不再外出务
工，整个家庭就靠每年一千元低保和尹邦军修
理电器的微薄收入艰难维系。2016年，尹邦军
在县电商企业的扶持下开起了电商扶贫网店，
主打销售雪峰蜜橘，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近年来，洞口县委县政府将雪峰蜜橘产业
作为扶贫主导产业，在发展壮大雪峰蜜橘产业
的进程中带动广大贫困人口快速脱贫致富，现
已带动贫困人口5万余人。

今年，洞口提出“提质、扩面、树品牌”七字
方针进一步加强雪峰蜜橘品牌建设，计划将雪
峰蜜橘进入全省农产品十大品牌，再进一步打
造成全国知名品牌。十月正值雪峰蜜橘的收
获季节， 洞口县通过一系列采取强有力的措
施促销雪峰蜜橘。推行“互联网+基地”模式，
对雪峰蜜橘由电商直销、包销。召开雪峰蜜橘
产销对接洽谈会，组织快乐购、农村淘宝、邮政
洞口公司、农家好伙计、云创等省内外电商企
业和县内30多家柑橘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
就如何对雪峰蜜橘进行网销营销、电商推广，
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思路和切实可行的建议。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洞口通过制定一系列
电商扶贫系列措施，推进电商扶贫体系建设、
开发洞口扶贫特色产品，实现电商产品深度融
合，电子商务发展迅速。2016年，全县电子商
务交易额突破9亿元，其中农村电子商务交易
额2亿元。

鼓起钱袋子 奔向好日子
——我市电商扶贫工作纪实

记者 宁煜 通讯员 肖斌

苏耀宗是华融湘江银行东城支行行长，他的
老家在一个偏远乡村。每年春节，只要他一回到
家乡，家里登门致谢的乡亲就络绎不绝，三年前曾
身患精神疾病现已痊愈的苏某就是其中一个。苏
某每次见到苏耀宗都是千恩万谢：“真是太感谢你
了，没有你，我和家人就根本没有今天。”

说起这个故事还要追溯到三年前。那是
2014年2月，时年27岁的苏某正遭受精神疾病
的折磨，发作起来见人就打。本来就比较困难
的家庭雪上加霜，老婆因此抛下年仅2岁的女
儿离家出走、不知所踪。恰逢苏耀宗回家过春
节，亲眼看到苏某提起衣衫单薄的女儿丢到冰
冷的水田里，小孩挣扎哭喊的场景令人心疼。
苏耀宗当即联系在市精神病医院工作的熟人，
过完年之后便将苏某带到了邵阳。

因苏某父亲早逝，一直务农的母亲又不识
字，加之还有2岁的幼儿需要照料，苏耀宗主

动帮忙，办理住院手续，陪同做各种检查，隔三
差五去探看。住院期间，苏耀宗不知去了医院
多少趟，而且全部的医疗费、生活费、交通费也
都是他一手承担，前前后后总共花了2万多元
钱。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苏某终于康复，他
的生活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如今，凭借勤劳
致富，苏某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乡里乡亲提起这件事没有一个不翘大拇指
的，“要不是苏行长啊，这个家就真是毁了啊。
苏行长真是一个大好人。”但苏耀宗对这件事却
总是轻描淡写，“我只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小
事，不足挂齿。再说，我也是农村出身的，现在
我日子过好了，帮帮乡亲们也是应该的。”

像这种“不足挂齿”的事，苏耀宗做了不
少。2010年，昭陵中学家境贫寒的刘老师罹患
肝癌，苏耀宗多次前去看望，并捐助 1 万元；
2013年，华融湘江银行广场支行的特困职工佘
经理病毒性脑炎发作住院，苏耀宗不仅自己捐
款2万元，还发动同事募捐；2015年，有个企业
客户突发疾病，因企业资金短缺，生活都成问
题，苏耀宗自掏腰包捐助1万元；今年国庆期
间，苏耀宗返乡时得知家庭贫困的初中老师因
糖尿病并发症住院，当即捐款1万元……

作为银行业的一名从业人员，苏耀宗不仅
自掏腰包扶贫济困，同时，他也一直在思索如何
通过“授人以渔”，帮助困难群众从“根”上脱贫。

“知识改变命运”，扶贫先扶智，苏耀宗积
极投身教育扶贫。2015年正月初五，苏耀宗在
老家给一位老师拜年的时候，大家谈起了贫困
山村的教育问题，一些品学兼优的孩子因家庭
贫困面临失学，这一情况牵动了苏耀宗的心。

作为一名从贫困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他当
场承诺帮助这些孩子们，“我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帮助他们赢得受教育的权利，帮助他们走
得更远，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开学后，苏耀宗要求学校推荐、当地村委会
调查核实，从2015年开始每年在天华中学捐资5
万元，帮助1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在校生。这些
被资助的学生不仅成绩更优异了，同时也在心
中萌发了“帮助他人、回报社会”的理念。苏耀
宗还通过朋友圈等各种渠道发出倡议，筹建贫
困学子精准帮扶基金会。倡议发出之后，爱心
人士纷纷响应，目前已经有60多人报名认捐。

在华融湘江银行，像苏耀宗这样的员工还有
不少。他们充分发扬华融湘江银行“奉献社会”的
企业文化，在扶贫征程中，用自己的爱心善举塑造
华融湘江银行勇于担当的崭新形象。近年来，华
融湘江银行邵阳分行主动融入我市脱贫攻坚主战
场，先后在8个扶贫村开展驻村帮扶。为困难家庭
累计捐助帮扶资金70余万元，在贫困地区设立9
家金融服务站，为贫困地区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8220万元，援助新农村建设资金85万元。联合团
市委连续开展“华融湘江银行·绿色助学行动”，累
计出资78万元帮助260名贫困学子完成学业，充
分展现了华融湘江银行“践行责任，奉献爱心，回
报社会”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内涵。

苏耀宗：“不足挂齿”的爱心善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