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言献策

3民主政治·政协
审稿：朱长青 责编：马剑敏 版式：肖丽娟 总检：郭艳红 2016年11月7日 星期一

“在发言中，你提到有些部门在扶贫、脱
贫工作方面配合不够、力度不够，具体是哪
几个部门，能否点出来？”

10月中旬，在隆回县由省政协专项民主
监督第六组召开的座谈会上，监督组组长、
省政协提案委主任王剑平向与会的一名负
责同志发问。

接连数日，由省市县三级委员组成的民
主监督组在洞口县、隆回县走村入户，围绕
如何将扶贫与发展相结合等方面，开展调研
并提出意见建议。

易地搬迁用地审批须简化

按照政策要求，洞口县共有1.5万多人需
要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脱贫。今年，该县
1200人完成易地扶贫搬迁，所占总数比不到
十分之一。然而，到2018年底，洞口县要实
现脱贫摘帽。

这组数据，让王剑平和监督组成员们感
到担心。而监督组也了解到，部分贫困户恋
乡情节较重，搬迁意愿不强；加之用地瓶颈
难以突破，易地扶贫搬迁进度缓慢的情况在
邵阳各县较为普遍。

市扶贫办介绍，扶贫搬迁项目的开工必
须取得建设用地的审批文件，而县级部门审
批权限不大，向上级衔接审批的程序繁琐，
导致一些具备开工条件的安置点不能及时
启动建设。

王剑平认为，目前中央、省里出台了大
量政策文件，扶贫工作人员必须研读透彻。
他建议，市委、市政府可组织所有参与扶贫的
工作人员集中进行培训。

“要进一步简化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用地
审批程序或放权。”与会人员也建议，要允许项
目实施过程中，一边建设，一边办理相关手续。

驻村扶贫资源差距须缩小

目前，邵阳 1273 个贫困村，都派驻了扶
贫工作队。

10月11日，监督组在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
铜钱坪村走访时，省台办驻村扶贫工作队长唐
玉辉坦言，县乡一级在扶贫政策的落实方面，
差异明显。

当前省直单位的扶贫工作队，比如有些部
门具有资源优势，资金相对而言较为充足，与
之对应的县级下属部门，也会配合积极；而一
些事业单位、高校的扶贫队，往往缺乏这种优
势，工作难度就大些。

在唐玉辉看来，目前各省直单位扶贫队
落实扶贫政策的做法是“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靠的都是部门和个人的‘本事’。”

“争项目、争资金难免让扶贫陷入一个
恶性的循环。”王剑平建议，要探讨扶贫资源
均衡化机制，做到一碗水端平；同时，各级扶
贫队的工作力度应集中在制定规划、发展产
业、培养脱贫致富带头人和村支两委班子引

导群众自主脱贫等方面。

特色扶贫产业开发仍须发力

在邵阳，非贫困村的贫困人口占到贫困
总人口的69%。

监督组发现，各级扶贫工作队目前均集
中在贫困村，对非贫困村的关注不多。村与
村之间，有扶贫工作队的与没扶贫工作队
的，政策落实的差距较大。

监督组同时注意到，隆回、洞口有一些好经
验，两县均从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工商界中确定
帮扶责任人，实现与非贫困村贫困户结对帮扶全
覆盖，帮扶单位和帮扶责任人帮扶情况纳入绩效
考核。此外，两县还依靠粮食、生猪等产业开发，
在非贫困村贫困户的帮扶上做文章。

“要把扶贫工作与全市经济发展结合起
来，尤其要抓住地方特色产业。”监督组认为，邵
阳在特色扶贫产业开发上，仍需发力。

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的花瑶文化名声在
外。然而花瑶文化的核心区崇木凼村，不少瑶族
建筑已经破败，环境卫生也有待整治。如果能整
合一定资金，修复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古建筑，
充分利用民族特色文化优势，带动旅游产业发
展，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帮助村民脱贫。

“资金要用在刀刃上。”监督组建议，在瑶
族地区发展旅游脱贫，隆回县需借鉴外地民族
村的管理、规划经验，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与
配套服务建设，争取吸引游客。

缩小差距开发产业 加快推进精准扶贫
——省政协专项民主监督小组在邵调研纪实

许望桥

农村卫生所及乡村医生承担
着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以及
预防保健、健康促进等公共服务，是
我国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的重要组
成部份，是卫生网的网底。但是目

前存在农村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失
衡，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匮乏等问题，
为此建议：

提高认识，加大对乡村卫生室
的扶持力度。把农村卫生发展纳入
社会发展规划，并入地方政府考核
体系。将一定比例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任务交由村卫生室承担。加快
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新农合
定点，全面实施一般诊疗费政策的
步伐。

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和引
导医疗卫生资源向广大农村合理流
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优先聘用

获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乡村医
生。提高偏远、艰苦以及少数民族
等特殊地区执业乡村医生待遇。落
实乡村医生养老政策，妥善解决好
养老保障和生活困难问题。

加大培训力度，稳定乡村医生
队伍。开展免费培训和脱产进修。
面向村卫生室免费定向培养中、高
职医学生。支持更多在岗乡村医生
接受学历教育。定期对乡村卫生室
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全面提高农村
卫生人员业务水平。

稳定乡村医生队伍 发展农村卫生事业
龙继玲

群山环绕之中的丰裕村，位于邵东县火厂坪镇
最偏远地区。村民人均年纯收入不足2300元，属于
省级贫困村。这个村是邵东县政协的扶贫点，在县
政协帮扶下，丰裕村展现出了新的活力：原本尘土飞
扬的村路变成了4米宽的水泥路；通过发展养殖、外
出务工等方式，一些贫困户的收入得到提高；危房改
造、资助贫困学子、大病救助等帮扶措施，让贫困户
感受到了温暖与关怀……

“精准扶贫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民生工
程。”县政协主席申桂荣说，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
量，积极践行“三个一”扶贫行动，聚广大政协委员之
心，多措并举、因地制宜地实施精准扶贫。

丰裕村辖9个村民小组，共246户992人，全村
尚有6.25公里道路为泥沙路。路不畅，发展不易，县
政协立马筹措资金，将所有泥沙公路整修成4米宽
的水泥路。

饮水问题困扰村民多年。因地处偏远，丰裕村
一直未能接通自来水，村民的日常生活用水一直依
靠井水或河水。为推进自来水工程建设，县政协紧
锣密鼓组织调研，并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在5月
11 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县水务局承诺拨款 30 万
元，并免去工程设计费。

如今，由县水务局承担的工程建设规划已经完
成，由县国土局承担的水质资源勘探正在进行。预
计到今年年底，村民将喝上自来水。

“以前山大沟深，行路难、吃水难，生活很不容易。
如今，路通了，还有太阳能路灯照明，马上就能喝到干
净的水，沟渠也重建了，这些看得到的变化让我们心里
很踏实，对未来也充满了期待。”当地村民称。

“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什么样的需求
……”今年年初，县政协全体干部职工来到丰裕村走
村入户调研。此后，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又分别带队
走访贫困户，结对认亲。

根据贫困户反映的情况以及实地调研，县政协
精心制定了操作性很强的扶贫规划。

“村内无企业、无私人作坊、无集体经济收入，但
村子远离城市和工业，生态环境好，而且具有山地、
水塘多的特点，根据农民的生产习惯，可以推广蛋鸡
等特色家禽规模养殖。”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丰裕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肖楚超说。目前，村里已有10多
个贫困户开始发展规模养鸡养鸭业，并准备成立合
作社。

在县政协看来，推进精准脱贫，既要积极挖掘贫
困户和村庄的优势，又要用足用好政策。

近年来，邵东县采取财政补贴和企业支持的模
式推广光伏产业扶贫。为保障贫困户收益，扶贫办
还组织个人、银行、企业、电力局签订四方协议，由企
业将电卖给电力公司，然后将收益分摊给贫困户。

如今，在县政协的帮助下，丰裕村已建立光伏发
电站。“光伏发电站供电后，我们家不仅能省下一些
电费，还能将多余的电卖出去。”村民对此欢欣鼓舞。

今年，结合“三个一”行动要求，县政协召开了主
席会议、机关干部会议，制定下发《丰裕村精准扶贫
工作方案》。目前，多名委员已参与到帮扶学生就
学、贫困户就业等行动中。

此外，县政协还将结对帮扶成效作为绩效考核
的重要依据，作为委员履职和委员连任的重要参考
指标，机关干部对扶贫工作不重视、工作不得力的，
将被严格追究责任。

如今，邵东县已建立户有卡、村有档、镇有簿、县有
平台的“四位一体”贫困农户管理信息台账，详细记录
了每一个贫困户的家庭成员、住房、产业发展、生活条
件、贫困原因分析、帮扶措施和帮扶干部等情况。

丰裕村里求丰裕
——邵东县政协助推精准扶贫侧记

陈彬 李奕青 马剑敏

近年来，隆
回县大力推进湘
商产业园建设。
截至目前，标准
化厂房建设省认
定累计新开工面
积 34.8 万 平 方
米，投产面积 15
万平方米。共招
商 签 约 企 业 55
家，入驻企业 46
家，投产企业 34
家，产值 5.25 亿
元。图为 10 月
中旬市政协常委
在产业园内的隆
回 百 山 木 业 视
察。

马剑敏 摄

“三个一”助力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