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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标】增加投入改善民生

长期以来，隆回由于区
域劣势，交通闭塞，经济基
础薄弱，加之自然灾害频
繁，发展一直缓慢，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困难。至 1977
年，全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仅51元。1986年，隆回被确
定为全省多灾连灾县、一般
贫困县；1990 年被确定为
省以工代赈扶持县；1994
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贫
困县；2002 年被纳入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
后，隆回被纳为中部崛起比
照执行西部大开发政策县，
被纳入武陵山片区区域发
展与扶贫攻坚范围。

扶贫开发以来，特别是
1994年实施国家“八七”扶
贫攻坚计划以来，国家给予
大量扶贫资金，帮助隆回修
筑六都寨水库灌区和一批
提水工程，建成151个贫困
村的饮水工程，修复 35 万
米江河堤坝，改造近4万亩
低产农田；开发种植中药材
15.2万亩，苡米和蔬菜基地
2.2万亩，水果、茶叶5.35万
亩；修筑县乡村公路上千公
里；修建小水电站多处，架
设电线多条，建成境内北部
电网。同时，投入扶贫贴息
贷款，更新企业技术设备，
实施文化、卫生扶贫工程。

21 世纪初期，隆回加
大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成效
显著。88%的乡镇和 18%的
行政村通油路或水泥路；完
成各类水利工程 2.8 万处，
防汛抗旱能力明显提高；
40%的村完成农网改造，城

网改造全面启动。扶贫开发
工作成效明显，4.73万人实
现脱贫。

2014 和 2015 年，隆回
县整合专项资金和涉农资
金共3亿余元，修筑村组公
路 269.1 公里，解决了 5 万
贫困群众行路难的问题；建
成农村大中型饮水工程50
多处，妥善解决了 54 个特
困干旱死角村1.6万多群众
和 1 万余头牲畜饮水难的
问题；架设高低压线路 47
条153公里，彻底解决了群
众用电难的问题；新修和维
修各类水利工程196处，整
修高标准山塘100多口，较
好解决了特困群众生产用
水难的问题；维修农村校舍
39 处，保证寄宿制学校每
个寄宿学生有一张床位，农
村学校基本配齐标准桌椅。

2017 年，隆回县安排
民生支出41.2亿元，占财政
总支出的75%。全县五项保
险总参保达到 199.1 万人
次 ，支 出 各 项 保 险 待 遇
15.38 亿元。开展农村低保
和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
认定清理整顿，实现“两线
合一”，支出各类民政资金
2.8 亿元。省市确定的民生
实事任务圆满完成，完成农
村公路“窄改宽”155公里，
电网改造107个村，改造农
村危房 3904 户，新增养老
服务床位345张，农村饮水
安全暨巩固提升工程等14
个项目有序推进。2018 年
上半年，该县完成民生支出
19.1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78%，其中教育、医疗支
出较去年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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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为振兴教
育事业提供了良好契机。
该县改善教学条件，投入
大量资金改造中小学危
房，新建、改建一批乡镇中
心小学，同时，建设“希望
工程”，开展“春蕾行动”，
资助贫困子弟和失学儿童
上学。

进入新世纪后，除了
抓好文化教育外，隆回县
注重抓好技能培训。2013
年，该县积极动员贫困群
众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引
导其外出务工或在本地务
工，努力提高家庭经济收
入。该县大力实施“雨露计
划”，并将指标分配到各乡
镇，在长沙培训村官 30
人，在安江农校培训科技
骨干 21 人，在中、高职学
校学历教育653人，此外，
还举办了种养业短期实用
技术培训班50余期，培训
近万人次。

2015 年起，隆回县注

重提升人才素质“拔穷
根”。在落实教育普惠扶持
政策的基础上，该县进一
步加大对扶贫对象的劳务
培训、科技推广和科技培
训力度，不断提高贫困群
众的科技文化素质和就业
创业能力。当年，该县选送
了 4127 名贫困家庭子弟
参加省、市、县各类专业技
能培训；结合县、乡镇产业
扶贫和项目实施，共举办
各类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
164 期，培训 5.4 万人次。
此外，安排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 100 万元，设立特困
家庭义务教育助学专项补
贴基金，共资助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1000名；对
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学生
免除高中阶段学费、中等
职业教育学杂费；安排专
项经费，对虎形山瑶族乡
瑶族学生的高中学费实行
全免，大学学费由县财政
全额资助。

教育扶智 力拔“穷根”

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隆回就通过
建立科技示范乡镇和科普示范基地，发挥科
技示范和辐射作用，指导农民脱贫致富。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隆
回县加大了产业扶贫的力度。2013年，该县
编制了《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隆回县扶贫特
色优势产业规划（2013—2015年）》，并结合
全县产业布局，引导农户主动与“南烟北药”
产业战略对接，大力推动金银花、龙牙百合、
尾参等优势特色产业和烤烟、生猪、蔬菜等
传统产业发展，让贫困户普遍形成一至二项
稳定增收的项目，实现稳定脱贫。该县制定
优惠政策，鼓励农户依靠产业脱贫致富，如：
种植金银花、百合的扶贫对象可享受每亩

200元的金银花造林或百合种苗补贴；购买
金银花、百合烘干机械设备除享受农机补贴
外，还可享受10%的购机补贴。据统计，该县
金银花种植面积早在2013年就已突破21万
亩，种植龙牙百合面积达1.5万亩。

同时，该县根据具体情况，结合产业布
局，有针对性地制定帮扶措施，如：原石门乡、
周旺镇选择投资小、见效快、可持续、对劳动
力和环境条件要求不高的种植业作为重要帮
扶项目，分别发展烤烟2000亩、800亩。

2014年和2015年，隆回县引导扶持贫
困农户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让农民有稳
定的收入来源。这两年，该县共投入财政扶
贫资金2826万元，采取直接帮扶、委托帮扶

和股份合作帮扶等形式帮助贫困农户43900
人次，引导扶持贫困农户种植金银花7230
亩、烤烟 5130 亩、龙牙百合 1550 亩、尾参
2470亩、大棚蔬菜和高山延季蔬菜1450亩，
新发展生猪1万余头、牛羊700余头、家禽16
万余羽，帮扶对象人平年增收1100元。同时，
该县以农业产业化为抓手，重点扶持金银
花、烤烟、优质稻、生猪四大主导产业和油
茶、百合、辣椒、特色水果四大特色产业，并
积极培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规模效益。

近年来，该县共投入特色农业产业扶
持资金3.88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923
个，全县209个贫困村都建立了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惠及贫困群众8.6万人。通过产业
扶贫等举措，2014年至2017年，全县共减少
贫困人口122795人，退出贫困村65个。

产业扶贫 激发动力

改革开放四十年，民生普惠四十年。
隆回，这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

部崛起比照执行西部大开发政策县和湘西地
区开发重点项目县，如何撑起民生发展的蓝
天？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
代，隆回县委、县政府就从
实际出发，全面规划扶贫
工作，并将扶贫工作与基
层组织建设紧密结合，整
顿村级班子，加强党支部
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开展“一帮一，富
帮穷，党员、干部帮群众”
的扶贫活动。

进入新世纪后，隆回
县加大了帮扶力度。2013
年，该县 130 个县直单位
结对联系了 54 个建整扶
贫村；103 个县直单位的
120 名干部联系服务 330
个村；各级党员干部共签
订了 3 万余份公开承诺
书，向群众公开承诺了上
万件实事，113 名乡镇和
县直机关主要负责人在县
电视台向社会公众作出公
开承诺。

2015 年，隆回对全县
209 个贫困村和 22.18 万
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省市
县乡四级联动，按照“干部
驻到村、单位做后盾、一把
手负总责、不脱贫不撤队”
的要求，结对帮扶。扶贫工
作人员重点针对贫困村主
导产业、道路畅通、饮水安
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问
题编制脱贫方案，整合资
金项目，切实从人力、物
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
充分发挥坚实后盾作用。
同时，该县建立贫困家庭
结对帮扶机制，按照“每个
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
的要求，选派政治素质好、
工作能力强的干部结对帮
扶。全县3500多名党员干

部与11000多名困难群众
结成帮扶对子，为贫困村
办实事700多件。

2017 年，隆回县按照
精准扶贫工作要求，推进全
县脱贫大攻坚。该县建立脱
贫攻坚工作领导机制、帮扶
机制、责任机制和巡查机
制，成立了高规格的扶贫领
导小组，由县委书记担任组
长，县长担任第一副组长，
县委副书记和副县长主管
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由21个增加到38个。同
时，组建高规格的脱贫攻
坚指挥部，下设5个专门工
作组和若干行业扶贫工作
组，从全县各单位抽调精
兵强将，高效推进各项工
作。各乡镇都设立扶贫办，
配备3至5名扶贫专干。每
个村明确村党支部书记为
扶贫员。实行驻村帮扶“扶
一带一”，继续开展“心连
心手牵手”结对帮扶活动，
实现贫困村和贫困户帮扶
全覆盖。

2018 年上半年，隆回
县调整充实县脱贫攻坚指
挥部，启动新一轮驻村帮
扶和结对帮扶，做到村村
有驻村工作队，户户有帮
扶责任人。同时，加强驻村
工作队管理，每月驻村不
少于20天，乡镇干部每周
在村住宿不少于两晚；严
格考核监督，对考核结果
为“一般”和“较差”的单位
负责人分别进行约谈和诫
勉谈话，上半年共严肃查
处 24 件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60人分别受到
各类处理。

精准对接 结对帮扶

长期以来，隆回由于区域劣势，
交通闭塞，经济基础薄弱，加之自然
灾害频繁，发展一直缓慢，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困难。至1977年，全县农
民年人均纯收入仅51元。1986年，
隆回被确定为全省多灾连灾县、一
般贫困县；1990年被确定为省以工
代赈扶持县；1994年被列为国家重
点扶持贫困县；2002年被纳入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后，隆回被
纳为中部崛起比照执行西部大开发
政策县，被纳入武陵山片区区域发
展与扶贫攻坚范围。

扶贫开发以来，特别是 1994
年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以来，国家给予大量扶贫资金，帮
助隆回修筑六都寨水库灌区和一
批提水工程，建成151个贫困村的
饮水工程，修复35万米江河堤坝，
改造近4万亩低产农田；开发种植
中药材15.2万亩，苡米和蔬菜基地
2.2 万亩，水果、茶叶 5.35 万亩；修
筑县乡村公路上千公里；修建小水
电站多处，架设电线多条，建成境
内北部电网。同时，投入扶贫贴息
贷款，更新企业技术设备，实施文
化、卫生扶贫工程。

21世纪初期，隆回加大投入，
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88%的乡
镇和 18%的行政村通油路或水泥
路；完成各类水利工程2.8万处，防
汛抗旱能力明显提高；40%的村完
成农网改造，城网改造全面启动。扶

贫开发工作成效明显，4.73万人实
现脱贫。

2014和2015年，隆回县整合专
项资金和涉农资金共3亿余元，修
筑村组公路269.1公里，解决了5万
贫困群众行路难的问题；建成农村
大中型饮水工程50多处，妥善解决
了54个特困干旱死角村1.6万多群
众和1万余头牲畜饮水难的问题；
架设高低压线路47条153公里，彻
底解决了群众用电难的问题；新修
和维修各类水利工程196处，整修
高标准山塘100多口，较好解决了
特困群众生产用水难的问题；维修
农村校舍39处，保证寄宿制学校每
个寄宿学生有一张床位，农村学校
基本配齐标准桌椅。

2017年，隆回县安排民生支出
41.2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75%。全
县五项保险总参保达到199.1万人
次，支出各项保险待遇15.38亿元。
开展农村低保和社会保障兜底脱贫
对象认定清理整顿，实现“两线合
一”，支出各类民政资金2.8亿元。省
市确定的民生实事任务圆满完成，
完成农村公路“窄改宽”155公里，电
网改造 107 个村，改造农村危房
3904户，新增养老服务床位345张，
农村饮水安全暨巩固提升工程等14
个项目有序推进。2018年上半年，该
县完成民生支出19.13亿元，同比增
长17.78%，其中教育、医疗支出较去
年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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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体系日益完善。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安居乐业。。 邵阳日报记者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申兴刚 摄摄

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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