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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步农商银行积极发挥农村金
融服务主力军作用，着力于农业产业扶贫，
创新扶贫信贷模式，加强银企亲密合作，由

“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为精准
扶贫工作注“活水”、添“动力”。截至今年7
月底，该行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用贷款2188
户，金额 10037.66 万元，贷款余额 8542 万
元。依靠“金融活水”浇灌的产业扶贫之花，
正在竞相绽放。

产业扶贫“贷”动脱贫致富

8月20日，又到了南山牧业给帮扶的建
档立卡深度贫困户分红的日子。儒林镇双
溪桥村的安汝林告诉记者，自己家原本是深
度贫困户，仅靠种植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如今，在南山牧业深度贫困人口奶业委托帮
扶项目的帮扶下，每年都能领到固定的奶牛
分红收益，家里终于实现脱贫摘帽。

据悉，城步农商银行聚集多方合力，按
照“资金跟着扶贫对象走，扶贫对象跟着能
人走，能人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
市场走”的要求，通过农业产业化积极参与
精准扶贫工作，启动“户贷企用”扶贫贷款模
式，为南山牧业发放2000万元“户贷企用”贷
款。在该行2000万元“户贷企用”资金支持
下，南山牧业积极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先
后与儒林、丹口、长安营等乡镇97个村的517
户建档立卡深度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开展

深度贫困人口奶业委托帮扶项目。该项目
采取“委托帮扶＋金融扶贫”模式，捆绑517
户贫困户，采购517头奶牛（每户贫困户对应
采购1头奶牛），由南山牧业代为采购、统一
养殖。帮扶期间，该公司按每头奶牛每年
1500 元的固定收益给贫困户分红，带动 517
户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扶贫再贷款解企业之急

城步农商银行的客户经理在走访中了
解到，南山牧业奶业产业园儒林基地计划建
设5万吨液体奶项目，预计总投入资金1.5亿
元，而企业资金投入基础建设影响到现金
流，公司急需一笔流动资金用于奶制品营
销。该行领导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多次赴南
山牧业实地调查了解、综合评估。为降低其
贷款成本，缓解资金压力，该行利用扶贫再
贷款资金发放流动资金贷款800万元，解决
了该公司的燃眉之急。

“没有城步农商银行的支持，我们不可
能发展起来，也不可能走上科技兴奶之路。”
南山牧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公司现
已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是省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全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
也是邵阳市精准脱贫产业扶贫龙
头骨干企业。

谈及今后的发展愿景，该负责
人说：“我们将在各级政府和城步

农商银行不遗余力的支持下，全力将南山建
成中国南方最大的山地奶牛养殖基地、有机
精品乳生产基地、湖南省最大的学生奶供应
基地和牧业旅游观光基地，努力打造中国南
方现代草山奶业的典范。”

强化“造血”打响扶贫新品牌

近年来，城步农商银行巧用扶贫金融杠
杆，针对贫困农户、创业青年、下岗职工等困
难群体，全面启动了产业创建扶贫、农户小
额信用贷款、扶贫小额信用贷款自主创业等
扶贫贷款模式，加强贫困户的“造血”功能，
打响该行金融扶贫品牌。

儒林镇宏发苗乡梨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2年，至今已发展规模基地13个，总面积达
3000余亩，年产值达500万元。该合作社实行
统一管理，并与湖南农大、省农科院签约，获得
技术支持。目前，其产品已获国家有机产品认
证，“南岭苗乡梨”商标已获国家商标局批准。

在城步农商银行270万元的扶贫资金支
持和驻村扶贫工作组的大力扶助下，该合作
社开创了“合作社+村集体+基地+农户”扶贫
模式。目前，入社贫困户达220户868人，其
中塔溪村63户274人，已于2017年成功脱贫。

金融“活水”浇开产业扶贫之花
邵阳日报记者 宁煜 通讯员 杨彬 夏毅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昌泉
实习生 唐文静） 8月23日，市人社局组织30余
名干部职工，深入到驻村帮扶联系点——邵阳县长
乐乡天子村，进行实地调研和走访慰问活动。

邵阳县长乐乡天子村地处邵阳县、隆回县、武冈
市交界处，全村现有485户2158人，基础设施落后，
经济基础薄弱。自2018年市人社局驻村帮扶后，天
子村制定了三年联村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完成了村
级综合服务平台、老年活动中心、文体广场的建设，
整修山塘水库12座、水渠4900米，5.8公里的村道也
实现了硬化，村容村貌得到彻底改观。市人社局还
积极引导群众发展中药材种植、油茶种植等产业，成
立了种养专业合作社，创建沃柑种植示范园，建设扶
贫车间，努力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群众脱贫致富的内
生动力。

在走访慰问过程中，该局党员干部面对面倾听
困难群众的呼声，共同探讨脱贫脱困的办法、思路和
举措，并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村民宣传上学、养
老、就业创业等各项惠民政策。市人社局负责人表
示，希望通过实际行动，力所能及地为群众解决一些
实际困难，不断提升他们的获得感。

面对面交流

实打实帮困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赵先科）
继7月22日驻村“三同”后，8月19日至21日，市民
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得正再次带队入驻对口帮扶
的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金童山村开展“三同”活
动，驻村督战，为驻村帮扶工作把脉问诊、排忧解难，
加速推进各项工作落地生根。

2018 年，金童山村已完成 4 公里村道的“窄改
宽”和“安保工程”，但受今夏连续暴雨影响，出现了
十多处山体滑坡和老路基塌陷，带来了交通安全隐
患。这一情况引起“三同”工作队的关注。他们立即
前往现场查看，得知工程已完成勘测、设计、预算并
安排30万元资金用于修复时，要求驻村帮扶工作队
和村“两委”加大工作力度，争取1个月内完工。

今年7月的大雨导致金童山村部分农田、水利
设施损毁，维修工作还存在资金缺口。对此，“三同”
工作队要求维修工程继续按设计依程序开工，资金
缺口问题局党委尽快研究并妥善解决。

活动期间，“三同”工作队还走访慰问了结对帮扶
对象，了解金童山村级集体经济状况，并组织开展两次
庭院会，听取了村民对驻村帮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下一步，市民政局及驻村帮扶工作队将进一步
加强与村“两委”的沟通、协调，围绕“村退出、户脱
贫”的标准，把各项工作做细、做深、做实，宣传好扶
贫政策、沟通好思想认识、化解好村民疑虑、解决好
群众困难，确保如期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三同”暖民心
实干扶真贫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谭盛
实习生 唐文静） 8月20日下午，国家税务总局湖
南省税务局组织个人所得税处工作人员，来到双清
区税务局调研个税改革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就个人
所得税政策宣传、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优化等工作
进行部署。

调研组首先来到双清区税务局办税大厅，了解
窗口办税人员的工作状态、业务培训等相关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详细听取了双清区
税务局关于落实个税改革的各项重点工作情况汇
报，了解基层工作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并听取了相
关建议。

调研组在会上表示，对于基层提出的各项操作
层面与政策层面的建议，在讨论梳理后会第一时间
向上级部门反映，将进一步完善政策，优化系统。今
年是个税改革进行的第一年，对待个税改革各项重
点工作，要稳妥有序部署、积极快速落实，特别是在
每月个税的申报管理方面，要保证在申报期内准时
完成任务。

省税务局
调研我市个税改革工作

要闻

8 月 22 日，家住邵阳县长阳
铺镇胡曾西路的陈大中致电本
报，反映今年 4 月因墙体搭界的
邻居家拆房，导致自家房屋开裂
和漏水成了危房，邻里之间吵得
不可开交，希望政府部门出面进
行调解。

双方各执一词

为了解事实真相，记者于 8
月 23 日赶往邵阳县长阳铺镇。
在现场记者看到，陈大中家的两
层红砖房位于镇政府斜对面，目
前邻居家的房子已拆掉，并正在
修建第一层。据房主陈大中介
绍，这处房子是他在2009年购买
的二手房，因原房主是邻居的妹
妹，所以双方当时有一面墙体搭
界。今年 4 月未经过他同意，邻
居就把房子拆了，自此以后他家
房屋出现多处漏水和裂缝，房屋
安全和质量受到影响。

“我三个女儿都在外地工
作，经常独自住在家里，所以很
担心这房子要是塌了，我都不知
道怎么办！”陈大中说，为让邻居
承担房屋修复责任，他多次跟对
方协商，当地政府也派建设部门
进行协调过，但由于对方不承认
是拆房导致的损坏，矛盾一直悬
而未决。

在与陈大中一墙之隔的邻
居王健家，记者却听到了另外一
番说辞。王健的儿子王永年不
承认陈家房子出现的漏水和裂
缝现象与自己拆房有关，倒是对
陈大中不在拆房协议上签字意
见很大，“因为他不签字，我房子
的建设审批手续现在还没有办
下来。”

部门合力调解

随后，记者联系了长阳铺镇
党委书记李小春。李小春表示，
镇里将组织国土所、司法所、城
建执法大队等多个职能部门组
成矛盾调解委员会，进行专题调
解，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将矛盾
尽快消除。

在8月23日上午召开的专题
协调会上，在听取双方意见陈诉
和查看完相关房产、国土证件
后，长阳铺镇国土所所长罗爱定

表示：对于双方争论的核心问
题，如果能本着真诚解决问题的
原则，建议口头协商修复方案并
最终形成书面协议。如双方对
拆房是否对陈家房屋质量有影
响的问题有争执，建议陈家向邵
阳县房产鉴定部门申请鉴定，若
鉴定结果为建房方造成的损坏，
由王家负责修复。

对于双方存在分歧的另一
个问题——共有墙体的归属问
题，长阳铺镇司法所工作人员王
丁华与陈王两家分享了“六尺
巷”故事。听完这个邻里礼让的
历史故事后，此前还为墙体所有
权争得面红耳赤的陈王两家人，
纷纷低下了头。

两家握手言和

在矛盾调解委员会的耐心劝

说下，陈王两家人握手言和，并达
成调解协议：一、对陈家靠王家拆
墙面墙体开裂、漏水等问题，王家
在修建到第二层完工时修复到
位。二、王家在继续建房过程中，
不能对陈家房屋质量造成二次损
坏。三、在双方建房和办证的过
程中，双方不故意刁难，相互配
合，和睦相处。

拿 到 调 解 书 后 ，陈 王
两家人紧皱的眉头终于舒
展开来。“为这个事，我 4 个
多月来茶饭不思，每次争
吵过后心里也不是滋味，毕
竟都是邻居。”当陈大中说
出自己的心里话后，王健接
过了话茬：“真的要感谢镇
政府的工作人员，今天这么
热心为我们整整调解了一
上午。”

这起邻里建房纠纷尘埃落
定后，长阳铺镇国土所所长罗爱
定感慨道：“我一直在基层工作，
从事类似纠纷调解 20 多年。据
我经验而言，靠一个职能部门调
解往往势单力薄，所以我们镇充
分发挥矛盾调解委员会的作用，
多部门共同精准发力，促成多起
土地和建房纠纷及时化解。”

温情调解 化干戈为玉帛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陈大中向记者展
示房屋裂缝。

▲长阳铺镇司法所
工作人员王丁华（左一）
宣读调解协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