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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14日，城步苗

族自治县首批《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颁发仪式在白毛坪乡举
行。杨集中、陈小朋、杨柏文等8
位农户代表领到了首批《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标志着该县正
式进入全县农村土地确权工作颁
发证书和成果转化阶段。

城步自 2015 年启动农村土
地确权登记颁证改革试点工作以
来，坚持“确保稳定、依法依规、群
众主体、分级负责、进度服从质
量”的基本原则，科学制定工作方
案，确保了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积极稳妥
推进，较好地完成了阶段性目标

任务。
截至目前，城步农村土地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外业调查覆盖面
达到27.37万亩，占“二调”面积的
90%；确权登记面积16.2万亩，占
二轮承包面积的95%；已完成12
个乡镇184个行政村1900个村民
小组45313户农户的承包地确权
阶段工作任务。

“ 承 包 地 有 了 这 个‘ 身 份
证’，以后出去打工时，不管是
流转出去还是让别人代种，都放
心多了。”领到《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的农户代表陈小朋高兴
地说。

（安 娜）

城步颁发首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八农户喜领“承包地身份证”

“县农村商业银行连续三年的金融
扶贫，帮助我们从‘袖珍企业’发展到今
天的规模企业，带动更多的贫困群众脱
贫。”12月6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天元农
业开发公司董事长彭云莲对记者说。

在苗乡城步，如彭云莲一样通过农
商行提供的金融扶贫走上创业致富路
的还有很多。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城
步苗族自治县农商行不断创新服务方
式，简化办理流程，全力推进小额信贷
发放，将贴心的金融服务送到贫困户家
中。截至 10 月底，该行新增小额信贷
扶贫3830.8万元，完成省定指导计划数
的83.3%，当年累计贴息204.644万元资
金，87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未脱贫人口
7491户、26447人受益。

近年来，城步苗族自治县农商行牢
固树立大局意识，把金融扶贫作为重点
工作，支持县内规模较大的集粮食果蔬
种植、畜禽生态养殖及农产品生产、加

工、销售、科研于一体的天元农业开发
公司，采取“公司+电商平台+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电商扶贫模式和“公司+
分贷统还+农户”信贷扶贫模式，形成了
公司自有品牌“三碗窖”为主导的系列
生态农产品营销网络，收购销售高山乌
骨鸡、绿壳鸡蛋、大米、水果、百合粉、野
生茶叶等苗乡土特产，年均销售收入
1.5 亿元，助 21 个贫困村 812 户贫困户
实现每人年收入3万元。

为确保贫困群众长期受益、更快脱
贫，该行今年通过再次调研，详细了解
天元农业开发公司的扶贫模式，为该企
业解决资金帮扶难题，新增授信500万
元，累计投放各类贷款1.2亿元，解决其

“融资难”及“融资贵”问题。在县农商
行的支持下，天元农业开发公司采取

“分贷统还”形式，与当地812户授信贫
困农户达成利益联结机制，每年按不低
于 5%的利率分红给授信贫困户，既保

证了贫困户的固定收益，又提高了贫困
户的积极性，帮助贫困户创收增收，走
出贫困沼泽，走上小康之路。

金融助推扶贫攻坚重在“精准”，要
打赢脱贫攻坚战，传统“大水漫灌”式扶
贫手段必须转为“精准滴灌”。该行紧
抓“精准”不放松，做到思想再提升，扶
贫措施再落实，工作合力再凝聚，扶贫
对象再精准，扶贫效果再提升，深入实
地考察了解企业资金需求，帮助企业制
定“龙头企业+金融扶贫+贫困农户”发
展规划，全面提高金融扶贫的准确性。
同时，该行还充分用好金融扶贫政策，
帮助中小微企业缓解融资难题，支持中
小微扶贫企业壮大发展；对扶贫对象给
予精准化支持，服务贫困群众的“短平
快”优势产业，激活了产业发展活力。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该行服务建档立卡
贫困户15383户，贷款增长110.61%，增
强贫困户“造血”功能。

金融扶贫“滴灌”润泽苗乡
杨立军 冯世民 杨彬

12月9日，武冈市邓家铺镇杨龙村
党支部书记姚辉的父亲仙逝后，家人严
格按照“丧葬公约”的要求操办丧事，不
仅将丧事操办得井井有条，还有效避免
了铺张浪费。这是今年该镇大力推进

“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带来的
殡葬新风。

为遏制辖区内丧事铺张浪费之风，
邓家铺镇党委、政府借武冈市开展“推
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专项工作
的契机，先从丧事铺张浪费情况较严重
的聚宝村开始推动殡葬改革，鼓励村

“两委”因地制宜制定改革方案，以点带
面，进而推动全镇的殡葬改革。

今年7月，聚宝村的七旬老党员周
孝保，退休回乡后目睹了阻碍村民致富
奔小康的丧葬“公害”，毅然决定和村支
书周光早、村秘书周保平等联合提出丧
葬事务改革方案，建议村“两委”商议，
提交党员大会审议，通过讨论制定出

“丧葬改革公约”。在群众代表大会做
出决议后，“公约”由村“两委”和村务监
督委员会实施执行。

齐抓共管做加法。推行丧葬改革

是村民自治的一项重大举措。为此，聚
宝村由村主任牵头、村务监督委员会参
加，组建村丧葬改革监管小组，通过广
播播放、入户走访等方式，积极宣传教
育村民转变观念，尽孝赡养让老人安度
晚年，同时，参与指导管理丧事的全过
程，引导村民树立厚养薄葬的观念。

大操大办做减法。聚宝村从严控
烟花炮火、压缩丧期客源、优先安排本
组本院劳力操办厨房事项等方面入手，
逐步简化丧葬流程，革除攀比陈规陋
习，得到广大村民的认可与拥护，丧事
简办得以全面推开。

孝亲敬老做乘法。在鼓励儿女孝
顺的同时，该村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依
托镇敬老院，在单位对口帮扶下健全完
善文化娱乐设施，为老人安享晚年提供
一个环境优美的场所。

摒弃旧俗做除法。为了刹住村民攀
比之风，聚宝村“丧葬改革公约”让丧事
简办有章可循。村“两委”和丧葬改革监
管小组成员及时劝阻不良治丧行为，加
强对直系亲属丧事活动的约束，同时督
促安排劳力在丧事完毕后彻底打扫环境

卫生，助推文明新风逐渐形成。
聚宝村殡葬改革的成功，更加坚定

了邓家铺镇党委在全镇范围内推动移
风易俗的决心。11 月 20 日，该镇党委
组织召开了支部书记大会，经过热烈讨
论，最终在聚宝村的基础上，制定了更
为详细科学、适用范围更广的殡葬改革
公约。

葬殡改革虽大大降低了治丧成本，
但对于不少贫困家庭来说，操办丧事仍
有一定经济负担。为了巩固脱贫成果，
镇党委决定从各村的村级经费中分拨
一定经费用于置办桌椅板凳、锅碗瓢盆
等丧葬物资，由村委会统一保管，免费
提供给需要操办丧事的村民。此外，在
镇政府的协助指导下，各村组建了自己
的丧葬乐队，凡村里有丧事，可进行免
费演出，这样既减少了丧家开支，又增
进了邻里感情。

如今，文明节俭的殡葬新风已在邓
家铺镇逐步树立，镇党委将继续探索

“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工作制
度化、常态化，在全镇树立起崇尚节俭
美德、崇尚科学文明的良好社会风气。

邓家铺“加减乘除”力推丧葬改革
关杨博 龙晓莉

本报讯 为保护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制定科
学合理的基准地价，12月14日上
午，洞口县召开城镇基准地价听
证会，就城镇新一轮土地定级与
基准地价更新成果进行公开听
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
建议。

听证会上，该县国土资源局
局长戴伟建简要介绍了县城镇基
准地价更新工作情况。技术单位
专家就基准地价的作用、项目背
景以及此次基准地价更新范围、
时点、技术路线、过程等情况进行
介绍说明。与会听证代表结合实
际，就更新基准地价的必要性、可
行性、科学性、合理性提出质询，

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该县上一轮基准地

价 更 新 时 点 是 2012 年 10 月 1
日。随着该县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
化水平不断提高，原有的基准地
价成果已与土地市场的实际发展
状况脱节，急需更新。

本次城镇基准地价更新工
作，于今年 7 月正式进场开展外
业调查，并于11月初步完成地价
更新成果。下阶段，该县国土资
源局及技术单位将根据听证会代
表意见对新一轮地价更新成果进
行修订完善，最终方案待省国土
资源厅审批后将及时向社会发布
实施。 （姚川石 唐 辉）

洞口县
基准地价更新广听民意

本报讯 12 月 8 日，新宁县
安山乡召开 2018 年烤烟生产动
员大会，提前打响了2018年脱贫
攻坚战。连日来，各村的田间地
头上，处处可见乡、村干部在走访
督查烤烟地的翻耕情况。

该乡今年共发展烤烟 2000
余亩，实现产值 550 多万元，11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为使更
多的扶贫户早日脱贫，并助更多
的村民走上富裕之路，安山乡党
委、政府提前着手制定了2018年
度的烤烟生产计划，按照“优布
局、广扩面、提质量、创特色”的总
体思路，规划明年的烟叶种植面
积不低于2100亩，力争烟叶总产
值达600万元以上。

为提高烟农的种植积极性，
确保烤烟生产落到实处，目前，该
镇出台了“三补一扶”政策，对烤
房、烟用农具、育苗棚实行补贴政

策，并对种植烤烟10亩以上需要
生产贷款的烟农实施扶持政策。
此外，该乡出台了系列奖励措施，
对烟农实行担数奖励，对种烟大
村分别设立促进奖，并对连片规
模性的种植面积和深翻耕面积实
行补助奖。

该乡还提出注重发展职业
烟农，推行烟叶生产合作社，
组织懂技术、会经营的烟农带
领贫困户一起创办“烟叶生产合
作社”，并为种烟能手和带头发展
烤烟生产合作社的先进个人设立
了示范奖。

通过宣传发动，该乡村民种
植烤烟的积极性不断高涨，烤烟
地的翻耕面积目前已达1500亩，
已有 8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
了发展烤烟生产的项目。

（罗祯亮）

安山乡发展烤烟拔穷根

12月16日，武冈市第四届古玩藏品交流会在王城公园开幕。此次交流会吸引来自8个省的数百名收藏爱好者携
带藏品参展交流。 王岐伟 彭清柏 摄影报道

12月16日，新邵县“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书法、美术、摄
影作品展在县美术馆拉开序幕，此次展览共展出70余幅书法、
美术、摄影作品。 杨敏华 谢迎春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