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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墙红窗，青瓦阁楼，错落有致；白色房
车，缤纷花海，装扮田野；完善基础，推进项目，
打造精品；文化旅游，农旅融合，助推脱贫。

近年来，新宁县深入落实“旅游立县”战
略，以崀山创5A级景区和发展全域旅游为抓
手，借助旅游优势推进精准扶贫，取得显著
成效。旅游辐射该县80多个村，促进2600多
户贫困户增收受益，带动1万多人脱贫。

●打造精品 推进项目

新宁县遵循“一体两翼”旅游发展思路，
按照建点扩面串线原则，全力打造三条乡村
旅游扶贫精品线路。

该县依托崀山和城区综合体，先后建成
了满师傅生态文化产业园、宛旦平红色旅游
景区、刘氏宗祠等3个3A级景区，正在建设
双源小冲休闲度假基地、水槽源休闲度假乡
村旅游点及毛家冲温泉小镇。

该县依托舜皇山和邵新公路沿线打造乡村
生态休闲线路，整合3500多万元打造了集赏
花、采果、垂钓、休闲等于一体的旅游度假村，建
成了风神洞—天坑2A级景区，目前正在提质改
造，创3A级景区。此外，桂山旅游扶贫千亩樱
花基地、回龙增桥休闲度假基地等正在建设。

该县依托黄金牧场打造民俗风情体验
线路，建成了玉女岩3A级旅游景区，正在逐
步打造大飘花花世界、黄金牧场、仙峒平湖
瑶乡风情度假村等。

新宁县通过建设三条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以带动贫困人口就业、自主创业、产业发
展、土地流转等多种方式，促进贫困人口参
与旅游产业并共享收益。

同时，该县大力实施旅游产业扶贫项
目。2018 年，该县共安排资金 164.88 万元，
实施旅游产业扶贫基础设施项目和旅游产
业扶贫油菜花种植由贫困人口享受油菜籽
项目。2019年，该县安排资金350万元，建设
回龙寺镇风神洞村的游步道和崀山镇连山
村旅游基础设施。目前，项目正在推进中。

●农旅联袂 文旅融合

新宁县采取“合作社+农户”旅游扶贫模
式，促进贫困人口增收受益，逐步脱贫致富。

该县发展脐橙种植总面积46万亩，年产
量42万吨。连续三年举办“崀山脐橙节”活
动，带动脐橙畅销，单价每年上涨15%以上。
同时，该县开发的“春赏花、秋摘果”旅游产品
深受游客喜爱，每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以上。

该县广泛发动崀山等主要景区贫困户
及22个全国旅游扶贫重点村种植油菜1.5万
余亩，并成功举办了油菜花赏花季活动。该
活动启动当天，就吸引3万多游客来新宁赏
花旅游，当日带来旅游综合收入 1500 多万
元。此外，还有桂山万亩樱花基地等一大批
农旅融合特色旅游产品都已投入市场。

除了农旅融合产品，该县还研发了一批
文旅融合特色旅游产品。例如，开展了以时
间为节点“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特色
文旅创意主题节庆活动，包括正月的“舞动
崀山龙狮节”、4月的“潇湘100越野赛”等。

新宁县在刘氏宗祠打造了一台以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演为主、具有独特韵味的地方特色小
戏，在崀山旅游服务接待基地打造了一台以挖
掘黄金、麻林瑶族自治乡古老文化底蕴的庆盘

王节庆展演篝火晚会。同时，开发了丰富多彩
的旅游产品，如凤鸣公司的“上刀山下火海”、崀
山人脐橙宴、特味楼的瑶王宴等。这一系列的
文旅特色旅游产品不仅让景区（点）创收，还带
动周边居民特别是贫困户的参与和收益。

●景区带村 促进就业

新宁县将原有的“天彩文化小镇”重新
定位为“旅游+扶贫”电商城，打造为“一园一
中心四基地”（供销社电商扶贫产业园，供销
扶贫惠民服务中心，文旅创客扶贫基地、社
会扶贫服务基地、电商扶贫孵化基地、就业
创业扶贫基地）。该基地商户入驻以来，崀
山脐橙、腊肉、蕨粑粉等本土特色旅游商品
销量大增，解决了贫困户农副产品滞销的问
题。同时，该县通过推行“景区带村”“合作
社+农户”“公司+农户”等旅游扶贫模式，先
后促进贫困户1000多人脱贫。

近年来，新宁县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带动
贫困人口从业，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该县
采取奖励优惠措施，鼓励旅行社、星级宾馆、景
区等市场主体力量吸引贫困户就业。该县11
家星级宾馆、15家旅行社（营业网点）、9家A级
景区，根据自身岗位的设定与需要，优先录用贫
困人口，直接解决300多名贫困人口的就业问
题，并间接带动2000人以上就业和自主创业。

同时，新宁县将贫困人口旅游培训列为实
施“百千万旅游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内容，先
后培训20多次，培训贫困人口3000余人次，支
持500多名贫困人口创业，让他们依靠自身力
量摆脱贫困。该县崀山等景区招收一大批贫
困人口从事保安、护林等工作，实现就业脱贫。

家园添彩 山水流金
——新宁县精准扶贫系列报道之二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杨坚 郭延祥

邵阳日报讯 （通讯
员 阳 望 春 吴 伦 发）
近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儒
林镇召开一场不实信访举
报了结正名反馈会，为该
镇一名村党支部书记谢某
某澄清正名。该镇纪委10
月 11 日透露，目前，该镇
共为 13 名驻村帮扶工作
队员、镇村干部澄清正名，
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干
事创业、奋发作为的热情。

据悉，该镇收到匿名
反映村党支部书记谢某某
在扶贫工作中优亲厚友的
问题线索后，迅速成立调
查组，认真核实相关问
题。经调查核实，举报的
问题线索被否定。调查结
束后，该镇邀请县纪委监
委、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工
作人员及驻村帮扶工作
队、现任村组干部、离任村

干部、党员群众代表召开
现场反馈会，反馈调查核
实过程及结果，现场发放
测评表对被反映人进行测
评。工作人员共发放测评
表 42 张，其中满意 35 人、
基本满意4人，并将结果在
村级活动中心进行公示。

该镇在深入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的过程中，聚焦
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
处置主责主业，坚持“三个
区分开来”原则，为担当者
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
事者撑腰。

“在脱贫攻坚路上，有
一批长期冲在一线攻坚克
难的干部，有时难免会遭
受非议甚至诬告，但我们
绝不能让诬告、误告成为
干部干事创业的绊脚石！”
儒林镇党委书记王章志坚
定地说。

儒林镇为13名党员干部正名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
员 袁树华） “以前没有路，我们想富也
富不起来。现在政府贷款帮助我们把路修
到了家门口，我们再也没有不跟着全国人
民一起奔小康的理由了。”10月10日，新邵
县巨口铺镇高升村8组脱贫户唐琼说。

原来，近两年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邵
阳市分行通过创新“1+N”信贷融资模式，
投入 4.1 亿元贷款用于支持新邵农村土地
整治、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及脱贫攻坚等一
揽子乡村振兴方案，一幅农村生产美、生
态美、生活美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新邵广
袤的农村大地上徐徐展开。唐琼家门口的
水泥路，就是依托农发行邵阳分行的贷款

修建的。
据悉，该“1+N”项目总投资5.36亿元，

主要用于新邵14个乡镇、373个行政村围绕
土地整治开发，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乡镇
村组交通干道提质、村庄院落环境整治、生
活垃圾分类、农村“厕所革命”等建设。项目
惠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约11.28万人，占区
域总人口的15.64%。建成后，将有利于提高
土地利用质效，优化人居环境，提升粮食生
产能力和产业“造血”能力，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和农村增绿，形成强有力的扶贫
带动作用。

面对“城市发展缺地，农村发展缺钱”的
局面，如何破解限制政府违规举债的融资难

题，找准政策性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路径和
抓手？2017年，该行深入基层调研，创造性提
出了“1+N”信贷融资模式，即以高标准农田
建设和农村土地整治为主要内容，利用新增
耕地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两项土地指标
交易收益作为还款来源和资金保障，延伸支
持项目区内的产业和基础设施等建设，既有
效调和了城乡之间的要素矛盾，又形成了对
乡村振兴的综合推动。

“下一步，我行将在其他县市陆续铺开
‘1+N’模式，让整个邵阳的乡村振兴能够
一体布局、全面推进，切实发挥农业政策性
银行在邵阳乡村振兴中的骨干和主力军作
用。”农发行邵阳分行行长向建国表示。

农发行创新融资模式提供助力

政策性金融“活水”激荡乡村振兴

邵阳日报讯 （记
者 艾哲 通讯员 蓝
天 唐要军） 10月12日
下午，邵阳县小溪市乡龙井
村传来喜讯：该村老伏冲新
挖的水井出水了。当汩汩
甘泉自数十米深的地下喷
涌而出时，村民们欢呼雀
跃，齐声称赞党和政府聚力
脱贫攻坚、为民兴办实事。

老伏冲地处深山僻壤
之中，因海拔高自来水引不
上去，时不时出现缺水。这
也成了该组村民脱贫攻坚
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今年，邵阳县委、县政
府组织开展“三同三讲”活
动，县人大副主任杨卫民、
县教育局局长廖献国等人

“带着板凳进农村”，三次
深入该院落进行民情恳
谈，了解到该组村民最期
盼的是能解决饮水困难。
对此，小溪市乡党委、政府
及县教育局驻龙井村帮扶
工作队高度重视，召集村
民开会商议打井取水，两
次召集村民寻找水源点，
现场勘察水源，经过三次
选址、两次试挖，终于挖出
汩汩甘泉。

看着奔流不息的泉
水，该县教育局驻龙井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刘秋平感
慨道：“但愿这股泉水能长
流不断，我们就没有白费
心，老伏冲缺水的问题就
能得到彻底解决了。”

汩汩清泉润民心

新邵县陈家坊镇黄家桥村土地整治前（图一）后（图二）航拍

对比图。

(上接1版)
近年来，邵东各乡镇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助力
脱贫攻坚。仙槎桥镇持续
打造“五金之乡”、斫石曹乡
着力打造“湖南第一药
乡”、砂石镇致力打造“葛
根之乡”……104 个生产
车间开进农村，实现公司
和农户双赢，580 家农村
专业合作社通过“公司+
基地+农户”模式，发展中
药材、黄花菜、蔬果、油茶
等为主导的特色农业，通
过保底收购、股份合作、就
业帮扶等措施，带动6000
多户贫困户增收，13629
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脱贫攻坚是最大民生
工程。邵东市扶贫办有关
负责人介绍，邵东选派106
支综合素质高、工作能力
强的工作队开展驻村帮扶
工作，7960名党员、干部及
各界人士与贫困户结对帮
扶，因户施策，助力脱贫。
目前，邵东现有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64382人，其中，
未脱贫人口 12214 人，综
合贫困发生率从 2016 年
的3.5%降为1.05%。

构建医疗服务新阵地

在邵东宋家塘街道办
事处檀山铺村，乡村医生
李国栋每个月都会到贫困
户张老太家中为其检查身
体。张老太今年 62 岁，患
Ⅱ型糖尿病10余年，还有
冠心病、高血压等慢性病。
去年她因病住院一周，医
疗费用报销后，仅花费了
几百元钱。

近年来，邵东聚焦健
康工程，在积极推进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
的同时，全面提高基本医

疗服务能力，改善城乡医
疗条件，组建省县乡医联
体，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
卫生服务网络体系，基本
构建了“15分钟城市社区
健康服务圈”和“30 分钟
乡村健康服务圈”。

目前，邵东城乡医保
参保率达95.1%，427所卫
生室完成标准化建设，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 25.33 万
人；建立规范化城乡居民
电子档案74万余份，孕产
妇、0岁至6岁儿童健康管
理率超过 90%，免疫规划
疫苗单苗接种率均在95%
以上；每年免费开展乳腺
癌和宫颈癌筛查，对农村
适龄妇女进行免费检查；
糖尿病、高血压、重性精神
病患者管理逐步规范。

健康扶贫方面，邵东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在域内
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实行

“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
式”结算，并提高住院报销
比例。市级医院、乡镇卫生
院分别按照实际发生费用
的 85％、90％进行报销，
市外住院按可报费用的
80%报销，并帮助全市所
有建档立卡贫困对象购买

“扶贫特惠保”，提升贫困
户的抗风险能力。

2018 年，邵东实施大
病救治1429人，慢病救治
12545人，共有17192个建
档立卡贫困人员享受住院
费用“一站式”结算服务，财
政累计兜底资金835万元。

解百姓之困、谋民生
之 利 ，永 远 只 有“ 进 行
时”。邵东以求真务实的
态度、改革创新的精神，
用民生温度支撑发展高
度，不断描绘邵东幸福民
生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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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图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