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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我市脱贫攻坚迎来一场“大考”，
全市将退出贫困人口210424人，441个贫困村将
摘帽。围绕这一目标，全市上下争分夺秒，全力冲
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兜
底保障脱贫、生态保护脱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
……一个个项目，一项项政策，落地有声。

坚持高位推进 以脱贫攻坚统揽全局

攻下“硬山头”需要好思路、硬作风。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专注发展定力，勇立争先之志，善
谋破题之举，提出“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的理念，作为全市脱贫攻坚的作战总纲。

市委市政府在工作部署上重点研究，在政
策资金上加大倾斜，在工作力量上优先保证，
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现场推进
会，把脱贫攻坚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成立

“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
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
兜底一批”以及“危房改造一批”等六个工作推
进小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总调度，分管领
导牵头，明确成员单位。全市各级主要领导、部
门负责同志靠前指挥、以上率下。

天天走，是当前我市脱贫攻坚工作的新常
态。“三走访三签字”，市委书记、市长率先垂

范，逐个走访全市 143 个乡镇的所有贫困村，
其他市级领导走访联系乡镇的贫困村，每走访
一个乡镇都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县市
区主要负责人逐个走访辖区内所有贫困村，乡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和驻
村工作队走访所辖或所驻村全部贫困户。

全市上下，勠力同心，用意志、汗水、心血，
书写着脱贫攻坚的责任和担当。

坚持问题导向 强力推进集中整改

上月1日，通过随机抽查、入户走访摸实情，
了解到以往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一一得到了解
决后，市脱贫攻坚考核验收组第十组对邵阳县白
仓镇新建村的脱贫攻坚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去年4月28日以来，市委市政府不护短、不
遮丑、不手软，深入开展“五大专项”行动，对脱
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大排
查、大诊断、大督查、大整改。

在精准识贫专项行动中，上万名党员干部
深入村组逐户上门调查核实，全市共清理出去
不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对象206004人，新
增268649人；在精准退出专项行动中，共清理
脱贫质量不高3671户12290人，验收程序不规
范14572户45773人；在精准帮扶专项行动中，
全市统一印制《帮扶日志》，并通过手机GPS定
位、微信位置共享、电话查岗和实地暗访等方式
全天候掌握驻村干部驻村动态；在政策精准落
地专项行动中，清理整改了健康扶贫、教育扶贫
等有关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和交通扶贫、易地
扶贫搬迁、危房改造等项目施工管理不规范等
问题；在扶贫资金监督检查专项行动中，实行拉
网式审计排查，查处资金监管不严项目56个。

坚持全员动员 构建大扶贫格局

整合各方资源，动员社会力量，构筑全社

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
驻村帮扶扎实有效。为充实脱贫攻坚工作

力量，市本级2015年初从197个单位抽调308
名干部，组成100个工作队，进驻100个贫困村
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今年又新增加了市城建投
等5家单位，工作队员增加至313人。

结对帮扶“心连心”。全市8万余党员干部
与24万户贫困户开展“心连心手牵手”结对帮
扶活动，其中市直单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9533
户贫困户，每个责任人原则上帮扶1户，最多不
超过5户，确保帮扶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帮扶
人员重点做好宣传扶贫政策、完善基础工作、制
定脱贫计划、落实帮扶措施、完成脱贫任务等工
作，确保帮扶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效果到位。

社会帮扶全覆盖。组织动员市县两级“两代
表一委员”，发挥自身优势，开展联户帮扶活动，
每名代表（委员）至少与2至3户贫困户成功结
对。积极开展“千企帮千村”活动，成功组织198
家非公企业、商协会结对帮扶557个贫困村，实
施项目588个，投入帮扶资金9.62亿元，惠及贫
困村群众8.78万人。开展扶贫日公益募捐活动，
全市共募集危房改造资金279.2374万元，惠及
699户贫困户；募集教育助学资金40万元，168名
贫困学子受益。

春耕秋获。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累计整
合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84.08 亿元，累计脱贫
80.87万人，平均每年减贫16万人左右，贫困发
生率由建档立卡以来的16.47%下降到8.6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4773 元增加到
9721元，逼近万元关口，年均增长12%。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我市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袁 枫 张 胤

仓禀实而民心安，农业强则百业兴。作为
全省人口第一、地域面积第二的邵阳，农业农
村工作一直是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的重中之
重。2017年，市委、市政府紧紧依靠科技支撑、
充分释放改革活力、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推动
全市农业农村工作阔步前行，描绘出了一幅绿
色田野上“绿富美”的动人画卷。

产业结构优化 提质增效加速

我市深度研究辖区资源禀赋、市场需
求、种植习惯、产业基础和气候条件，确定了
以粮油、果蔬、茶叶、种业、中药材、休闲农
业等为主的主导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逐步形成了“一乡一品、一县一行”特色农业

产业布局。
去年，全市种植高档优质稻 116.5 万亩，

比前三年平均数增加 37%，播种粮食 910 万
亩，预计总产量为 355.26 万吨。种植经济作
物 435 万亩，柑橘栽培面积突破 100 万亩，总
产量达 45 万吨。先后举办 2017 邵阳手工制
茶大赛、2017 邵阳茶文化节暨邵阳茶定发展
高峰论坛。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5293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达 398 家，市级以上龙
头企业达275家。 (下转二版)

希望的田野铺开动人画卷
——2017年邵阳经济社会发展综述之二

记者 袁 枫 通讯员 颜文彬

1月4日中午，气温
只有 3 摄氏度，绵绵冬
雨落个不停。

在相关负责人的许
可和指导下，记者接过
安全帽，走进了市一中
搬迁项目建设工地。这
时，工人师傅刚刚吃过
午饭，正陆续走向自己
的工作岗位。

新一中的图书馆已
经完成了地下室和地上
两层的建设，正在进行
第三层施工。从搭好的
安全通道进入一楼，密
密麻麻的脚手架仅供一
人通过，记者需要蹲着
才能通过。与记者笨拙
的动作相比，身边的工
人师傅却十分的熟练，
一低头一弯腰就快速上
了二楼。

三楼施工现场，不
同于一二楼的相对寂
静，显得十分壮观：脚
手架铁管和钢筋密密
麻麻指向天空；塔吊的
吊臂不时扫过，将建筑
材料运送到指定位置；
上百名工人师傅分布
在 各 个 角 落 ：搭 脚 手
架、运送材料……

架子工文声智正在
将铁管一根根扛到指定
的位置。文声智是永州
人，2011 年来到邵阳投
靠亲戚。家里两个小孩
都在上学，妻子没有工
作，全家的花销都靠他
搭架子来支撑。尽管清
早就要上工，晚上到家
已经天黑，但文声智说，
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
让一家人都有盼头，两
个孩子都能上学，他并
不觉得辛苦。

在隔壁 1
号 教 学 楼 工
地，混凝土泵
车 正 将 混 凝

土输送到楼顶。家住大
祥区蔡锷乡的工人唐
友平站在附近的电动
车旁，吃着刚刚送来的
午餐：一盒白饭，一盒
芹菜炒猪耳。对唐友平
来说，下午 2 时吃饭是
很平常的事，只要泵车
把混凝土运送到指定
位置，他们就必须尽快
把混凝土浇筑好。

项目部工作人员林
铮铮说，在工人师傅们
加班加点的努力下，目
前该项目已经完成了艺
术楼和1号教学楼的封
顶，其他主体工程预计
在春节前完成。今年 7
月，新一中项目将正式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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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需要广泛动
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形成扶贫开发
的强大合力。近年来，我市上下热情投
身精准扶贫主战场，履职尽责，千方百
计推动贫困地区发展、促进贫困人口增
收致富。今日起，本报推出“精准扶贫在
邵阳”专栏，回顾近年来我市在脱贫攻
坚工作方面取得的喜人成就。

开 栏 的 话话

本 报 讯 上 月 24
日，从湖南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上传来好消息，新邵
县继续保持全省“平安县
市区”，这已是该县连续
十年保持全省“平安县市
区”荣誉称号。

新邵县把建设“平安
新邵”作为加快发展的

“保障工程”和维护人民
群众利益的“民心工程”
来抓，形成了“党政统一
领导、综治组织协调、部
门各司其职、社会各方协
同、全民积极参与”的平
安建设工作大格局。自
2006 年以来，该县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成功经验曾获
评“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先
进案例”。

该县紧紧抠住“法治
建设、平安建设、队伍建

设”三大建设不放松，政
法综治队伍充分发挥平
安建设主力军作用。各
乡镇和文化、质监、安监
等部门也积极作为，进一
步净化社会文化环境，确
保全县安全稳定。

该县始终坚持“人
防、物防、技防”三防一
体，打防结合、专群结合
的综合治理方针。15个
乡镇、413个村（社区）全
部推行了网格化服务管
理；大力推行“智慧城
市、智慧交通”等数字化
技防和社管体系建设，
努力实现城乡视频监控
一体化；着力构建多元化
解社会矛盾工作体系，
2017 年成功调处矛盾纠
纷 4192 件，调解成功率
达99.41%。

（隆清泉 何旭华）

新 邵 连 续 十 年

保持省级“平安县”

1月3日，在新架通不久的自来水前洗菜，城步苗族自治县五团镇恒洲村4组
建档立卡贫困户杨旺利（右）与前来照顾他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2017年，恒洲村
在该县商务经信局的帮扶下，171户村民全部饮上了洁净的自来水，完成道路硬化
1.8公里，安装宽带63户，新造油茶林90亩，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预计到2018年
底，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可实现顺利脱贫。 严钦龙 李兴文 摄影报道

记者走基层，践
行“走改转”。2018 年
的钟声刚刚敲响，本
报多路记者带着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使命，入社区、进企
业、下工地、访田间，
通过实地采访，着力
发掘基层改革发展新
亮点，真切感受基层
生产生活新变化，生
动反映富饶美丽幸福
新邵阳建设中的新成
就，真实反映基层群
众心声和期盼。今日
起，本报推出“记者走
基层”专栏。

【开栏的话】

与工人师傅们

两个多小时的接

触，让记者深深感

受到了普通劳动者

的乐观与坚守。他

们为了美好的生活

努力打拼、不惧苦

累，用满是老茧的

大手描绘着邵阳发

展的美好蓝图，用

自己的智慧创造着

属于全体邵阳人民

的美好明天，更是

用一个个杰作诠释

着经济社会发展的

“邵阳速度”。

■邵阳供电公司启动寒潮黄

色预警 (2版)

■防冻小分队进小区护水表

(2版)

■新华社连续

三次推介邵阳移动

警务平台 (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