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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人物：杨小树
扶贫实业：城步蒋坊延季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
扶贫亮点：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民
8月11日，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的冷

库储存了20多吨豆角等蔬菜。该冷库6月
29日投入使用后，杨小树信心倍增：专业合
作社的蔬菜储存无忧，种植品种可望增多，

种植规模可望大增，扶贫力度可望加大。
杨小树与蔬菜瓜果种植结缘是在

1994年。当年，他在广东东莞务工时，看
到当地批发市场的西瓜等水果销量很
好。“我要回家当农民，当瓜果蔬菜老
板。”于是，他返回城步蒋坊柳林村老家
种植西瓜，之后套种白菜，销往广东。
2000 年，他靠 10 亩西瓜、白菜赚到 12 万
元后，尝到了瓜果种植的甜头。次年，他
敏锐地发现红茄销量好，便流转了80亩
地种植红茄，赚了20多万元。虽然2008
年金融危机引发连锁反应，瓜果蔬菜市
场受到波及，让他亏了40多万元，但他不
仅没有丧失信心，反而越挫越勇。2009
年，他又流转了 160 多亩地种植蔬菜。
2010 年，城步蒋坊延季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成立，杨小树被推举为负责人。

2015 年，专业合作社的工作得到城
步县委县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认可。县
里委托合作社，纳入 623 户 2417 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合作开发猕猴桃及蔬菜产
业。县政府给每名贫困户提供1200元的
产业帮扶资金，入股专业合作社。按照

要求，专业合作社给每名贫困户每年240
元的分红。专业合作社为贫困户提供技
术和一定的资金补助，贫困户种植的瓜
果蔬菜由专业合作社实行保护价收购。

按照县里的扶贫政策，每名贫困户可
以贷款5万元，入股专业合作社，享受“分
贷统还”政策：贫困户不承担利息，本金由
专业合作社按期还。贫困户的实惠看得
见：协议年限内，每年可分红5000元！除
了这些固定分红外，建档立卡贫困户还可
优先在专业合作社务工，男的每月3000元
工资，女的每月2500元。现在，专业合作
社26名长期雇请的工作人员中，有17人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些贫困户通过政策帮
扶，实现了“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民”。他们不必外出奔波找事做，在自
己家门口便可轻松赚钱，还能耕作自己的
责任田，照顾妻儿老小。

（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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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个专业合作社勇挑脱贫攻坚大梁
——“脱贫攻坚在城步”系列报道之一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彭贤良 阳望春

8月8日，邵东县小康办发布消息，该县
在 2017 年度全面小康社会推进工作考评中，
排全省经济强县（市）第4位，比2016年上升了8
个名次，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也排名全省二类县
第7位。

“小康不小康，主要看老乡。”邵东县小康
办主任刘长峰在介绍经验时说，邵东在推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工作时，始终牢记把“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2017年，邵东县委、县政府提出建设“创新
邵东、富裕邵东、宜居邵东”的总目标，今年又
将打好“三大攻坚战”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向全
县130多万群众作出了保障民生的郑重承诺。

农历春节之际，邵东民众收到一大波县
委、县政府发放的“民生大红包”：邵东高铁站
站前广场竣工，市民娱乐休闲有了好去处；八
老公路全线竣工通车，在外游子回家过年更
方便了；衡宝路、建设路、昭阳大道等主干道
全面提质，居民出行更加顺畅舒心；农村安全
饮水、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全面展开，生活环境
更加优美……一串串“民生大红包”派不停，
彰显了邵东实体经济强势崛起的底气。

这一年，通过大力实施“兴工旺商、转型升
级”策略，邵东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81.55亿
元，财政收入达23.25亿元，税占比达77.04%，
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1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5%。

确保全面小康，首先要确保困难群众能够脱贫致富。今年，邵
东县坚持以必胜的信念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为促进城乡贫
困人口就业，邵东县扶贫办、劳动局、民政局等部门联合举办了10
场大型扶贫专场招聘会，解决了近万名贫困群众的就业问题。

来自邵东县水东江镇的申红艳通过该县扶贫办牵头举办的“月
嫂培训”，掌握了专业技能，在专场扶贫招聘会上找到了心仪的工
作。她高兴地说：“以前家里条件差，我又没有专业技能，一家人生活
靠丈夫支撑，现在政府帮了我的大忙，我一定要通过辛勤劳动让家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

针对本县实际情况，邵东县还重点推出了增加大病报销比例
等健康扶贫政策，并在全县范围内大力推广帮助贫困学子就学的

“雨露计划”和“泛海行动”。 （下转2版②）

以
人
为
本
构
建
全
面
小
康

—
—

﹃
全
面
小
康
看
邵
东
﹄
系
列
报
道
之
四

邵
阳
日
报
记
者

曾
书
雁

杨
波

通
讯
员

邓
星
照

魏
志
刚

8 月 3 日，骄阳似火，邵阳经开区中
电彩虹（邵阳）特种玻璃项目现场，工人
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这个占地154
亩总投资约10亿元的重点项目，正在全
力追赶工期。

“今年计划完成投资5亿元，在市领
导多次现场办公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项
目建设进度不断加快，一号厂房现已完
工，设备已进场安装，9月底有望点火运
行。”项目负责人张利军兴奋地说。

这是我市只争朝夕推进产业项目建
设的一个缩影。市发改委数据显示，今
年，全市计划安排第一批重点产业项目
220个，年度计划投资307.3亿元，项目数
量和年度投资额较 2017 年分别增长
55%、23%。

背水一战
大力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

市发改委主任张顺华，对今年重大
项目的编制记忆深刻：受政策面因素影
响，我市重大基础项目建设投资施展空
间受限。今年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
资、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响。

面对严峻的形势，市委市政府决定
大力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立足全
市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将先进装备
制造、特色轻工、食品加工、电子信息列
入全市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要求2018
年产业项目投资额不低于300亿元，产业
项目数量占比不低于全市重点项目总数

的70%。“面对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和群众
的期盼，我们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
张顺华说。最终敲定，今年全市计划安
排第一批重点产业项目220个，年度计划
投资307.3亿元，项目数量和年度投资额
较2017年分别增长55%、23%。

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审议通过《关
于加快推进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市
委市政府相继出台《关于迎老乡回家乡
创业发展的若干支持意见》《降低实体经
济企业成本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贫
困地区发展产业扩大就业的实施意见》

《关于加快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意
见》《贯彻“产业兴邵”战略促进工业招
商优惠办法》《推进保税改革试点促进
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一
系列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为
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的顺利推进奠定了
坚实的政策基础。

（下转2版③）

背水一战 逆势上扬
——2018年上半年我市产业项目建设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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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是深度贫困县。
历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脱贫攻坚
工作，集中优势兵力，攻克了一个又一
个深度贫困堡垒。现在，该县脱贫攻坚
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
期，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上也涌现出了一
大批典型人物。今日起，本报推出“脱
贫攻坚在城步”系列报道，从典型人物
的创业和扶贫故事入手，由点及面，展
现苗乡人民勇战贫困的精神面貌。

游泳及综合训练馆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设有羽毛球、游泳、柔道、体操、乒乓球等

场馆。这座属于邵阳人的“水立方”，即将在省运会上大放异彩。届时，这里将举办省运

会成年组游泳、羽毛球比赛。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陈贻贵 摄影报道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用

“关键一招”这个富于中国文化传统
而又生动鲜活的百姓话语，深刻表
达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亿万中国人民
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和感悟，宣示了

当代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
信念和决心。正是靠着改革开放，不
断打破束缚思想的桎梏、扫除阻碍
发展的藩篱，我们成功开启了新的
壮阔征程，开创了新的前进道路，开
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古老而又年轻的
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充满希望、充满生
机的新天地。

改革开放天地宽
宣 言

（下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