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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里6口人，有4个读书的，细细
算来享受到的教育扶贫助学政策有免
学费、助学金、雨露计划、生活补助、免
教辅资料费、免教科书费，每年得到政
府的补助就有1.5万元左右，在晏田乡读
书的老三和老四，还享受每天4元的营
养餐补助费，感谢政府的帮助。”躺在病
床上的武冈市晏田乡荷花村贫困户曾
令群正在算孩子们的读书账。曾令群
家依靠政府帮扶，通过勤劳致富，2015
年已实现脱贫。却不想 2016 年一场大
病让他完全失去劳动能力，家里再一次
陷入困境，成为返贫户。目前，他的大
女儿在湖南省环保职业学院读书，二女
儿在武冈二中读高一，三女儿和四女儿
分别在晏田乡中学和中心小学读书，4
个孩子都没有因贫失学。

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
重要方面，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帮助
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长远之举。武冈
是革命老区，也是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
地区县（市）之一，总人口84.5万，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学生17635人。近年来，武冈
市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把教
育扶贫作为摆脱贫困的治本之策，全面
落实“一提高、两降低、三全面、四保障、
六倾斜、八免费”，通过构建教育精准扶
贫补助体系，加快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
发展，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让每一位
贫困学生有学上、上好学、能就业。

2014年以来，武冈市累计投入3.32

亿元用于教育扶贫各项资助政策，受益
贫困学生38.65万人（次）。在全面落实
国家教育扶贫政策的基础上，该市靶向
施策，精准发力，构建了从幼儿到大学
所有学段教育扶贫资助体系。免除普
通高中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学杂费
5170人次，共469.3万元。2018年春季，
在全面落实“四项免费政策”基础上，新
增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教辅材料费116.09万元，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学生7945人；新增免除高中阶段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教材费、教辅材料费
共计77.67万元，惠及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3632 人。全市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精准资助全面覆盖，确保让每个建档
立卡贫困学生不再因贫失学。

“让我没想到的是，镇上最好的建
筑在学校，最美的风景是校园，变化真
是太大了！”长期在外务工的邓元泰镇
鱼塘村村民潘先生回乡后到母校邓元
泰镇中学参观时说。邓元泰镇中学过
去因办学条件差，导致学生流失严重，
如今却是武冈最美乡村学校，学生有
600 多名。为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全面落实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要
求，武冈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针对
农村学校设施设备落后等突出问题，于
2015年在全省率先启动“新薄改”，投入
5.6 亿元对 163 所薄弱学校进行提质改
造。目前，完成维修改造项目 1000 余
个，完成征地330余亩，新建校舍及运动

场共 300 余个，其中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的项目 230 个，创建高标准义务教育合
格学校 123 所。武冈正在从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全面推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
发展和教育公平。

武冈市结合自身产业经济特点和
劳务市场需求现状，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和就业引导，重点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残疾学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等特殊群体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问
题。积极开展送教下乡，把课堂开到乡
间村镇和田间地头，把职业教育与农村
经济发展、农民致富和精准扶贫等工作
紧密结合在一起，2015至2017年三年共
计培训19515人次，2018年截至10月底
已完成培训 5872 人。以职业中专为龙
头，狠抓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养，
按“编制到校、经费包干、自主聘用、动
态管理”模式，“双师型”教师达 66.5%。
加强职业教育专业和实训基地建设，开
办旅游、电子商务、航空服务、机械加工
等专业。推行校企合作，创办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中心，与云峰水泥等多家企业
签订协议，实行订单培养，解决好贫困
学生就业，帮助贫困家庭彻底脱贫，毕
业后100%到合作企业工作，月工资不低
于3500元。

最美的风景在校园
——武冈脱贫攻坚系列报道之五

通讯员 向国仕 张二健 邵 阳 日 报 12 月 3 日 讯
（记者 刘小幸） 12月1日，见
证改革开放40周年——西川与
他的学生们艺术大展在长沙市
李自健美术馆开幕。

陈西川生于 1929 年，祖籍
邵阳，是我国著名的画家、美术
教育家。上世纪 50 年代，他先
后在鲁迅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
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内蒙古师
范学院任教。上世纪 60 年代
初，陈西川回到家乡邵阳，在市
文化馆从事美术辅导工作。时
至今日，他培养学生上万人，其
中考入艺术院校3000多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

年，恰逢陈西川 90 岁大寿。为
表达对国家、对老师的深切感
恩，西川学子们特别策划了这次

“西川与他的学生们”艺术大展，
李自健美术馆馆长、画家李自健
任策展人。本次展览展出了包
括陈西川和贾方舟、李自健、刘
人岛等在内的228名作者的679
件作品，其中不少为参展作者一
生中的精品佳作。

当天，陈西川先生与他的学
生们同欢畅叙，观看画展。此次
展览自即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6
日结束，免费对外开放。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迎春
出席开幕式。

“西川与他的学生们”
艺术展在长沙开幕

周迎春出席开幕式

邵 阳 日 报 12 月 3 日 讯
（记 者 肖 燕 通 讯 员
杨 贵 新 李 科 政 伍 玉 华）
11 月 28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湿地管理司副司长鲍达明率湿
地公园验收考核组，到隆回验收
评估魏源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
认为隆回在试点建设中创造了
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2013 年，魏源湖国家湿地
公园被批准试点建设。该湿地
公园位于隆回中部偏西南，资水
上游北岸，是国内第一家以历史
名人命名的国家湿地公园。
经几年试点建设，该湿地公园水
功能区的水质达标率、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行政交界断面
下泄流量合格率均达100%。

验收期间，考核组一行进行
了实地考察、走访、查阅资料、听
取汇报。鲍达明指出，隆回加大
投入，扎实开展魏源湖国家湿地
公园试点建设，实现了“河流通
畅、水质良好、生物多样、岸线优
美”目标。隆回把湿地保护与脱
贫攻坚有机结合，与社区、村居
建立共建共管、结对帮扶机制，
成效显著，在试点建设中创造了
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特别是
湿地文化建设、讲好自己故事方
面，在全国是首创，将建议全国
推广。

国家考核验收魏源湖湿地公园建设

其 经 验 有 望 全 国 推 广

邵阳日报 12月 3日讯 （通讯员
刘志坚 胡鹏旭）“大棚蔬菜的病虫害
发生多数与大棚温度有关系，需要对大
棚温度进行适当的调整……”11 月 22
日，新邵县陈家坊镇农技站负责人来到
司门村大棚蔬菜基地，为村民讲授各类
蔬菜种植、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这是该
县扎实推进“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
的一个缩影。

今年来，新邵县在推进“一户一产
业工人”培养工程中，为实现“培养一

人、就业一人、致富一家、带动一方”的
目标，紧扣脱贫攻坚与对接劳务需求，
围绕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制定实施
方案和培训计划。由县总工会牵头组
织，县发改委、人社局、移民局、教育
局、扶贫办、农业局、旅游局等8个部门
联动协调，共同推动全县“一户一产业
工人”培养工程工作。同时立足“三大
培训基地”，即在新邵职业中专建立技
工培训基地，打造职业培训品牌；在小
塘镇建立蔬菜种植基地和鸭业养殖基

地，打造无公害蔬菜和“小塘麻鸭”品
牌；在潭府乡建立猕猴桃、玫瑰花旅游
休闲基地，打造旅游休闲品牌。通过
基地成熟的业务、技术、资源优势，实
现贫困劳动力家门口就地培训，提高
农业技术技能。

今年，该县共举办培训班 28 期，新
增就业9831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5386人，带动865户家庭增收致富，为
县“一区四园”企业对口输送产业工人
1500多人。

培养一人 就业一人 致富一家 带动一方

新邵扎实推进“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

邵 阳 日 报 12 月 3 日 讯
（记者 刘小幸） 11月28日上
午，双清区桥头街道肖家排社区
文体休闲广场上，一群居民在认
真地排练着广场舞。而在一侧
的石桌上，两位老大爷在正在

“楚河汉界”进行对决。对于肖
家排社区的居民来说，这种文明
休闲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常态。

几年前，该社区的休闲广场
还是一片杂乱无章的菜地，少有人
经过。如今，菜地变成了2300平
方米的健身休闲广场，每天来这里
打羽毛球、跳广场舞、散步健身的
居民络绎不绝。近年来，该社区坚
持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目标，不
断优化社区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
优良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让这
里的居民幸福感大幅度上升。
目前，该社区已修建了文体休闲广
场、小游园、室外健身场所，还组建
了5支广场舞队、1支健身球队、1
支太极拳队、1支歌唱队。

“我们社区属于城中村，辖
区内残疾人、重病人员和困难空

巢老人较多。”该社区书记陈春
介绍说，为做好社区志愿服务工
作，肖家排社区从2016年开始，
先后建立居家养老“日照”中心、
妇女儿童之家、四点半“课堂”、志
愿服务驿站等场所，并整合利用
社会公益服务资源，邀请各类公
益组织和爱心企业在社区开展健
康免费体检、爱心电影进社区、消
防安全实习演练、爱心家政服务
等形式多样的志愿活动，逐步走
出了一条符合社区实际、具有社
区特色的志愿服务新路子。

目前，该社区已经牵头组建
了卫生保健、宣传教育、文明引
导、扶贫帮困、环境维护等 8 支
志愿队伍，登记注册的志愿者近
600人，建立起了按照居民所需
精准服务的志愿服务机制。今
年 3 月，肖家排社区荣获“全国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是我
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社区。

文明休闲成常态 志愿服务暖民心

肖家排社区文明气象新

11月29日，武冈市邓元泰镇黄毛集市里，武冈市百姓普惠供
销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的技术员在给农民讲授中药材种植技
术，签订回收合同。该公司积极响应武冈市委市政府号召，带动
贫困农民种植莲藕和中药材，在精准扶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讯员 王岐伟 摄

由 于 缺 乏 资

金，新邵县陈家坊

镇马埠田村通村

公路最后1.5公里

成 了“ 断 头 路 ”。

新邵县人大驻村

扶贫工作队与县

公路局争取资金，

经过3个多月的紧

张施工，这条“断

头路”终于拉通。

图为11 月26 日公

路硬化施工现场。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石颂军

华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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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 12 月 3 日讯
（记 者 罗 俊 通 讯 员
杨连喜） 11月28日，全市易
地扶贫搬迁暨湘南湘西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工作推
进会召开。会议强调，提高
政治站位，狠抓工作落实。

今年是全市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的攻坚年、收官年，年
底要完成全市“十三五”时期
易地扶贫搬迁总任务。会议
通报了全市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进展情况，传达了国家、省、
市关于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建设的文件精神，对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建设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指出，各县市区要提
高政治站位，以“严、紧、实”的
态度和作风，聚焦问题清单，
加强整改落实。要进一步强

化主体责任，盯紧抓牢项目进
度，抢抓黄金施工期，全力推
进项目建设。要完善搬迁配
套设施，加强后续产业及就业
帮扶，帮助搬迁户尽快适应新
环境、融入新家园。要突出重
点、精准定位，加快研究出台
我市关于湘南湘西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建设的具体意见，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全
面启动产业项目承接工作，在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建设中当好“领头雁”。

全市易地扶贫搬迁暨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工作推进会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狠抓工作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