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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石头长，北门沙石流。
飞鸟绕道走，神仙难落脚。”这是
传唱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隆回县的一段民谣。该县石山
多、底子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量居全省第一。这首民谣正是对
昔日隆回一些“石窝”的真实写
照。近年来，在农发行隆回支行
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这些“石
窝”正发生着质的变化。

精准滴灌，农民搬进“金

窝窝”

“水泥路从屋门口过，屋后是
果园，左边是菜园，右边是饮用水
源。”11月22日，隆回县七江镇上
升村6组贫困户杨林早的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房如期完工，他如数
家珍地向人介绍。到2016年底，
隆回县将有415户贫困户像杨林
早一样，从环境恶劣、灾害频发的

“石窝”搬进交通、生活两便的“金
窝窝”。

自2015年8月农发行推出易
地扶贫搬迁专项贷款以来，隆回支
行迅速向隆回县委县政府汇报这
一重大政策利好，并积极与县财
政、发改、扶贫等部门衔接，先后4
次参与项目对接协调会议，赢得了
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
肯定。基于隆回的县情，农发行隆
回支行精准制定了易地扶贫搬迁
支持规划，以安置房、配套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三项”建设为抓手，
支持搬迁户能够实现“当年下山、
次年脱贫、三年致富”，达到“搬得
下、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的目
标，真正能够挪出穷窝、拔除穷
根。在办贷过程中，该行突出做到
了“急、快、优、好”，用不到1个月
的时间成功为全县获批易地扶贫
搬迁贷款7.8亿元，并实现投放3
亿元。

截至目前，隆回县今年实施的

415户易地扶贫搬迁中，已完成主
体工程建设336户，完工率达81%。

靶向治疗，兴水修路啃

“硬骨”

贫困的痛点在哪，扶贫的重
点就落到哪。面对隆回县水患频
发和交通闭塞的现状，农发行隆
回支行瞄准重点、靶向发力，精准
支持全县水利综合治理、农村路
网及公路建设，为如期脱贫架桥
铺路。

今年底，一条全长 16.6 千米
的宽阔道路即将取代原有的泥泞
小路，这将为隆回县雨山铺镇高
田村至白沙湾村的村民带来致富
的希望。长期以来，贫穷、落后一
直是这些村庄的标签，其中交通
不便是最重要的原因。在农发行
隆回支行3.8亿元信贷资金的支
持下，这里的路通了，采购农产品
的卡车开进村了，投资者开始前
来考察……眼前的变化只是农发
行隆回支行以支持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为抓手服务脱贫攻坚的一个
缩影。

今年以来，该行已累计获批
路网、水利建设中长期项目4个、
贷款金额13.47亿元。除上述项
目外，该行还确定支持县城北新
区29条干道、支路的修建和防洪
重点工程赧水河的综合治理。

对症下药，遍地催生“致

富花”

品牌是敲开致富大门的金
砖。今年夏天，北京、上海等地的
客商纷纷慕“宝庆龙牙百合”之名
频繁到访，想赶在百合还未上市
之前就敲定购买合同。农发行隆
回支行针对这一资源特色，大力
扶持当地从事龙牙百合种植、加
工、销售的知名龙头企业湖南宝
庆农产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信
贷杠杆撬动产业发展。

自 2009 年建立信贷关系以
来，农发行隆回支行累计向该公
司发放贷款 8500 万元。该行一
方面积极引导该公司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
式，发展“产、供、销”一体化的订
单农业；另一方面，鼓励该公司开
展产品创新和商标注册。其生产
的“金鸡龙牙百合”通过有机产品
认证，并于2010年底获得中国中
部国际农博会金奖。如今，该企
业 已 构 建 了 年 销 售 百 合 产 品
3000吨以上的销售网络，所生产
的龙牙百合远销东南亚等地。
2015年末，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近9000万元。

亲眼目睹百合产业的美好前
景，隆回县一大批农业生产基地
和农户纷纷加入百合的种植和加
工行业，形成了以农业支柱产业
实现农业增效、以农业增效壮大
集体经济、以集体经济带动农民
致富的发展模式。就这样，农发
行隆回支行在持续“输血”的同
时，有效增强了贫困地区和群众
的“造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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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2 日至 24 日，全国
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率民
进中央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调研组来邵调
研脱贫攻坚工作。国务院参事、民进中
央参政议政特邀研究员魏津生，民进中
央参政议政部部长陈鸣一同调研。民进
湖南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马石
城、省扶贫办副主任贺丽君，市领导李万
千、侯文、周晓红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武冈市职业中
专、黄埔军校旧址、湾头桥镇四清村和斜

塘村、迎春亭街道荷塘村、洞口县 溪瑶
族乡宝瑶村等地进行调研。

邵阳是湖南省扶贫攻坚的重点区域
之一。今年以来，我市以脱贫攻坚总揽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挂图作战”等措
施务实推进脱贫攻坚，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截至目前，我市2016年预脱贫人口
达23万人，已全部落实帮扶项目和责任
人，预计贫困群众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可以实现“两不愁，
三保障”的脱贫目标。

调研组考察了各地的产业扶贫项
目，走访了部分贫困户家庭，与各级干
部、困难群众进行座谈，深入了解当地脱
贫攻坚工作的亮点和成功经验，听取干
部群众反馈的问题与建议。

调研组对各县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的
“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危房改造”等工
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我市脱贫攻坚工
作取得的成就。朱永新表示，调研组将认
真整理我市脱贫攻坚工作亮点、经验和建
议，形成调研报告。 （曾书雁）

民进中央来邵调研脱贫攻坚

11月18日，湖南卫视《长征组歌》节
目演出的间隙时间，中央电视台“寻找刘
三姐”2016 年度全国总冠军王馨，向龙
燕怡的儿子龙双愚打去电话：“龙老师对
我的最后的嘱托，是我传唱侗族歌曲、传
承侗族文化的不懈动力！”

11月5日、17日，侗族姑娘王馨先后
两次在怀化市接受了龙燕怡生前馈赠的
侗族歌曲资料和书籍。

邵阳妹子王馨几度哽咽：“我一定继
承龙老师的遗志，认真领悟作品精神内
涵，用侗家优美的音符、新生代的歌喉、
龙老师的深情，唱出侗族文化的美……”

一位著名侗歌词作家最后的嘱托

2014年，出生在洞口、成长在绥宁的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王馨，唱着
龙燕怡作词的《侗锦芦笙和兰花》，一举获
得全国“侗族歌王”。龙燕怡老师究竟是
什么模样的人，他的歌词为什么写得如此
优美、动人？这在王馨心里一直是个谜。
她经常向音乐界、文学界的朋友打听龙燕
怡，但2年多来一直杳无音信。

而此时，身患肝癌晚期的龙燕怡，也
正在全国寻找他的侗族音乐之梦、文学
之梦的继承者。龙燕怡由于长年生活在
侗家，对侗族歌曲、侗族文化、侗族民俗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创作侗族歌曲
作为一生的追求。

今年10月18日，王馨终于通过侗族
文学研究者吴跃军获得了龙燕怡的电话
号码。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王馨马上

拨通了龙燕怡的电话。电话那头，正躺
在病床上的龙燕怡马上坐了起来，激动
地说：“你就是王馨？我找了你好久了！”

“龙老师，我是听着您的歌长大的，
唱着您的歌考上本科和研究生的，更是
唱着您的歌获得全国侗族歌王的！”王馨
告诉龙燕怡，她将在11月3日参加怀化
市纪念长征活动的演出，到时亲自来拜
见他。

“你来吧，到时我送你一些侗族的歌
曲、书籍，你可要好好宣传和传承侗族文
化哦……”龙燕怡叮嘱王馨。

跨越时空的馈赠与传承

然而，10月23日，龙燕怡因病不治，
与世长辞。

王馨哭了。她由于要参加北京电子
音乐节的演出，不能早点回湘看望龙老
师，心中懊悔不已。

“我爸爸把你当成是他音乐事业的
继承人、弘扬者。”10月18日、21日，王馨
与龙燕怡通电话，龙双愚就在病床旁照
顾父亲，亲自见证了父亲对王馨最后的
嘱托。

(下转二版)

最后的嘱托
——已故侗歌词作家龙燕怡和邵阳籍歌手王馨的故事

记者 艾 哲

本报讯 11月25日上午，我市2016
年度计划生育和卫生重点工作汇报暨省
综合调查情况反馈会召开。省综合调查
组对我市今年计划生育和卫生重点工作
给予肯定。

由省卫生计生委党组成员、省计划
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康代四为组长的省
计划生育和卫生重点工作综合调查组深
入我市，通过走访综治部门、查阅文件资
料、延伸调查医疗机构、听取工作汇报等
方式，对我市2016年度计划生育和卫生
重点工作进行现场调查。

市领导刘事青、张殿文、李志雄、辛
建平、李放文，市计生协会会长杨建新参
加反馈会。

今年以来，我市克服机构改革、政策
调整、班子换届、并乡合村等诸多新问
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实现了卫生计
生事业科学发展。

康代四代表省综合调查组对检查情
况进行反馈。关于计划生育工作，调查
组认为，我市领导重视，为计生工作提供
了有力保障；部门配合，构建了齐抓共管
的工作格局；认真履职，卫生计生部门当

好参谋助手。关于卫生重点工作，我市
党委政府重视医改工作，并制定得力措
施打下基础；强化公共卫生服务有实招；
保障民生群众得实惠。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表示，对省
考核组反馈的意见和建议，邵阳市委、市
政府“照单全收”、认真整改，将从四个方
面进一步加强我市卫计工作：进一步加
强全面两孩政策宣传，进一步形成计生
综合治理合力，进一步提升计生考核指
标水平，进一步推进卫生重点工作。

（记者 胡 梅 通讯员 伍德森）

省综合调查小组来邵检查考核卫计工作省综合调查小组来邵检查考核卫计工作

本报讯 古韵竹桥绕紫气，
千年侗寨起和风。11月23至24
日，绥宁县第二届十月兄弟节在
寨市苗族侗族乡竹桥村举行。

十月兄弟节，源于纪念明朝
正统年间湘桂黔边界农民起义的

“七义士”，已相沿580年。
为期 2 天的“十月兄弟节”，

通过“绚丽竹桥”“醉美竹桥”“雅
韵竹桥”三大活动，集中展示了绥

宁南部苗侗民族文化历史。23
日夜，震山铜锣敲起来，芦笙舞跳
起来，木叶山歌吹起来，两条金龙
舞起来，威风的狮子闹起来，千年
古寨竹桥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24 日，来自福建、广东等地及省
内的游客和五千多名当地群众汇
聚竹桥村文化广场，共享民族文
化盛宴。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龙宪智）

绥宁县举办第二届“十月兄弟节”

11 月 21

日，“世界问候

日”，城步苗族

自治县第四中

学 组 织 开 展

“传递微笑、传

递问候”主题

活动。孩子们

亲手绘制问候

卡片和笑脸，

表达祝福、传

递温暖。

严钦龙

向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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