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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新宁县黄龙镇，条条硬化道路直
通果园，脐橙花满枝，清香四溢，活跃在田间
地头的党员忙着引导农户发展产业，村民朴
实的笑脸上满是幸福。

近年来，湖南省脐橙特色小镇黄龙镇立
足实际，坚持把加强党建引领作为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把服务群众、造福群
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形成了抓党建促脱
贫谋民利的工作格局。

夯实党建 解难释惑

近年来，黄龙镇重点狠抓镇村两级主体
责任落实，要求镇村两级党组织以服务脱贫
攻坚为己任，把扶贫作主业、尽主责。

该镇党委先后召开了50多次脱贫攻坚专
题会，对全镇扶贫工作进行认真研究和周密安
排；出台了60多项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镇党
委书记、镇长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带领机关党
员干部下村入户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并认真实
行领导干部“三走访、三签字”活动，了解群众
需求，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近200起。

该镇在“选好配强村级班子，建强堡垒”
的同时，积极开展党员设岗定职、建功立业活
动，全镇700多名党员不落一人积极响应。

跳石村 35 岁党员林善军，高中毕业后
一直在广东务工，月工资已达 2 万元以上。
为了帮助家乡父老适应新形势、接受新观
念、开发新产业、找到致富新路子，他毅然返

乡带领乡亲办蓝莓、桑葚等产业基地，带动
贫困户4户15人顺利脱贫。朱元冲村62岁
党员陈佳益，通过创办专业合作社，带动本村
3户贫困户共同养牛养羊实现增收脱贫。粗
石村82岁党员李秀青退休回乡后，近十年来
一直默默无闻地关心支持村“两委”工作，担
任村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理事会成员，专门
负责施工质量监督，不图名利，义务出工。

2018年7月，针对“三保障”政策落实偏差
问题，黄龙镇党委政府连续3天召开4次专题
会议，就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等工作进行了专项解剖与分析。他
们严格按照“一个问题、一套方案、一名责任领
导、一抓到底”的要求，进行全力整改。在整改
过程中，他们直面问题，不掩饰、不回避，实打
实解决问题。如易地扶贫搬迁方面，该镇在塘
底集中安置点引进老佛爷裘革等企业创办“扶
贫车间”，为搬迁群众提供400多个就业岗位。

狠抓产业 精准扶贫

黄龙镇是新宁县的脐橙主产区之一，是
“百里脐橙连崀山”理念的发源地，产业基础
较好。脱贫攻坚战略实施以来，该镇党委政
府抢抓机遇，按照“一镇一特”“一村一品”的
规划布局，坚持一手抓基础，一手抓产业。
短短几年间，该镇村组道路、基地道路、林区
作业道四通八达，20户以上的自然院落都修
筑了水泥路，“河西干旱死角区”的生产灌溉

大为改观。脐橙种植从千亩连片扩大到万
亩连片，脐橙产业成了该镇最大的产业，参
与人数超过1.4万，主产地所有农户分享了
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为把脐橙产业做大做强，该镇党委政府
按照“统分结合、主次分明”原则，把农户开
园定植、生产管理、产品加工、储存和流通等
整合到镇农业站“一头统领”。所有镇村干
部、共产党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积极
帮助贫困户解决资金、劳力短缺问题。

“我兴产业我光荣”是该镇脐橙产业开发的
精神体现。羊坪村党支部书记何善华带着群众
干、做给群众看，不但通过土地流转领办了爱祥
脐橙种植专业合作社，开辟了450多亩脐橙种
植基地，而且利用自家承包的耕地、荒山新扩了
30多亩脐橙。在他的带领下，村民纷纷开地种
脐橙，脐橙产业开发迅速铺开，60%的农户从小
户型零星种植转变成大户型规模种植。

黄龙镇充分利用镇里现有的16家脐橙专
业合作社的力量，采取“专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政府+贫困户+企业+银行”等模式，引导
专业合作社与种植户尤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推动精准扶贫工作。

该镇还狠抓“互联网+”平台建设，以惠
农网为平台，积极引进十多家本地网络平
台，集中销售本镇脐橙。沉水村党支部书
记陈锡来带动村民建起了黄龙镇脐橙营销
电商服务站，并开辟了十多家示范网店，促进
电商扶贫。

同时，该镇党委政府积极参加县里一年一
度的崀山脐橙节活动，通过“政府搭台，产业唱
戏”，将脐橙产
品推向世界
各地市场。

探寻新发展 谋求新幸福
——看新宁县黄龙镇如何抓党建促脱贫谋民利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杨坚 尹彦鹏 胡顺亮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阳小龙 彭振中） 5月
8日，经过近3个小时的耐心调解，隆回县六都寨镇新
建居委会与辰河村的坟地纠纷终于得到妥善化解，双
方当事人握手言和，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这是一周内
该镇通过“三调联动”化解的第二起矛盾纠纷。

今年以来，为确保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的工作目标，六都寨镇以创建“信访三无”
乡镇为契机，将矛盾纠纷控制在源头、化解在当地，创
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推行“人民调解、司法
调解与行政调解”有效衔接的“三调联动”多元化解机
制，通过事先调查取证还原事实真相，并依照法律法
规，妥善做好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实现成熟一起、
化解一起、成功一起。

据该镇主要负责人透露，今年全镇借力“三调联
动”机制，已化解较大矛盾纠纷5起，目前借民情大走
访之际，着力集中化解一批社会矛盾问题，切实为群众
排忧解难。

六都寨镇：“三调联动”化纠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童中涵 通
讯员 冯世民 杨彬） “这笔贷款真是
一场及时雨，为防疫期间企业的资金周
转提供了保障。”5 月 12 日，从城步农商
银行获得 6 万元授信贷款，儒林镇冒水
井村村民易必维的感激之情溢于言
表。疫情发生以来，城步农商银行以金
融力量助力经济复苏，大力支持贫困群
众创业、企业复工复产，累计授信贷款
1560万元。

城步农商银行出台了一系列支持
企业渡过难关的举措，为疫情防控和企
业复工复产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该行还编制了县域特色信贷产品名录，
供企业与银行双向选择，线上对接，线
下互动。

为切实加强金融支持服务，帮助更多
企业特别是乡村民营中小微企业“活下
去、留下来、发展好”，该行实施“凝聚金融
力量 助力复工复产”行动，专题研究精
准精细，深入宣贯各项金融政策，全力以

“复”保生产，开足马力促发展。依托该行
动，该行要求行长带头走访企业，推行“一
对一”金融服务企业制度，摸排重点企业
和项目的融资需求，加大对乡村振兴、脱
贫攻坚、“三农”发展、民生就业等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打
响“经济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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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清晨，在新邵县坪
上镇榔概山上，近百名村民肩
挑着水泥、河砂等建材上山修
健身道。

“这些修路的都是山下朗概
山村的村民、村干部和扶贫队
员，大家都是自愿来修路的，并
且不要一分钱工钱。由于大家
心齐，工程进度喜人。”新邵国有
岱山林场驻朗概山村扶贫队队
长石年丰高兴地介绍道。

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有皮肤黝黑的扶贫干部，也有朝
气蓬勃的大学生……这些新时
代的新愚公，年龄职业各不相
同，心中却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用勤劳的双手扮靓家乡，吸引更
多游客前来观光。

公德教育深挖思想“穷根”

地处榔概山下的朗概山村，
耕地面积少，青年劳力大多外出
务工，村组呈现“老幼化”趋势，
生产发展不均衡。增强村民们
对村干部的信任感、扭转村内不
良风气、带动村民走上致富路是
该村急需解决的问题。

春风送来及时雨。自 2018
年开始，为挖农村基层思想“穷
根”，推动精准脱贫，新邵县在全
县范围内大力推行公德教育。
在此情形下，朗概山村“两委”第
一时间召集党员与群众代表，利
用农闲或晚上的时间不定期召
开院落会，向村民传播勤劳才能
致富、肯干才能脱贫的思想。

通过不懈努力，现在的朗概
山村不仅村“两委”班子凝聚力
显著增强，村里的风气也明显
好转。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90
户 362 人，现已脱贫 87 户 352
人，力争 2020 年彻底摘下贫困
村的帽子。

凝心聚力夯基础谋产业

“这些年来，我见证了村里
的变化，看着村子里漂亮的新房
子一栋栋建起来，过去的泥巴路
变成了现在的水泥路，这样的日
子真好。”每天早晨，朗概山村81
岁的村民肖祥明都要到处走走，
时不时看看村里新建的莲藕基
地、水果基地。

2017年起，在驻村扶贫工作

队的帮助下，朗概山村按照县里
“一村一规划、一村一特色”的原
则，开展人居环境整治。3年来，
共投入建设资金80多万元，新建
村级活动中心，新修硬化村组道
路3公里，维修硬化标准化水渠
2000米、山塘水库10口，改造特
色民居 10 余户，修建沼气池 30
口，安装太阳能路灯100多盏，改
水改厕200多户……朗概山村按
下了奔向小康的“快进键”，变化
日新月异。

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后，该村
又召开“乡贤会”，凝聚乡贤力量
积极筹措建设资金，村民则义务
出工建设产业项目，全村上下拧
成了一股绳，大家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自2018年起，朗概山村结合
村民种植莲藕的传统，以“认种”
的模式，流转土地300亩建成富
硒莲藕基地，后续又建成50亩向
日葵及200亩金秋梨、黄桃等种
植基地。

“我 2014 年被评为贫困户，

2018 年村里建立莲藕基地时我
主动去做工，通过自己的劳动脱
贫。”68岁的村民李国英自从到
村里的莲藕基地务工后，每年可
为家中增加收入近6000元。

李国英只是朗概山村众多
从产业发展中受益的贫困户之
一。村里还有32户贫困户不仅
以土地入股，还在村里的合作社
务工，巩固了脱贫成果。下一步，
该村还将深入开发榔概山滑索、
玻璃滑道、健身道等休闲旅游项
目，可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探索
出一条“村有产业、家有就业、人
有事业”的脱贫攻坚新路子。

幸福就在前方。榔概山上，
沉重的扁担压不垮村民的意志
和干劲，支撑他们的是心中升腾
的希望；榔概山下，宽敞的水泥
路在眼前延伸，成片的水果基地
生机盎然，路旁荷花基地里蛙声
一片，娇嫩的荷花才露尖尖角，
好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

榔概山下新愚公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何杰锋 吴珺 张利成

●复工复产

5 月 13 日，洞口县
古楼乡古楼村，村民正
在使用传统手工艺制作
茶叶。近年，驻该村帮
扶工作队通过市场调查
发现，人工炒制的茶叶
比机器炒制的茶叶外形
更完整、鲜亮，口感更醇
和、清纯，便引导村民将
传统手工制茶工艺融入
产业发展，掀起传统手
工制茶热。
通讯员 滕治中 摄

(上接1版)
经过调研，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要想脱贫，基础设

施要先行。对青山村来说，水、电、路、通信网络等基础设
施是发展瓶颈，也是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基本保证。

“头等大事就是通手机信号。”针对青山村没有移
动信号，驻村帮扶工作队积极争取，2018年6月，建成
一座移动信号塔，另外一座信号塔则于2019年上半年
建成。对未硬化的通组公路，筹措专项资金进行平整、
铺砂。2019年6月，青山村檀木片5.4公里公路水泥硬
化全面完工。接着老山组、新建组、黄毛界组、清水组至
黄宝组等通组公路水泥硬化列入有关项目，正待实施。
着力推进安全饮水工程、农网升级改造，使全体村民喝
上了安全饮用水，100%地解决了村民生活用电和生产
用电问题。

想致富，发展产业是关键

“我们山里人要想富起来，没得产业支撑，那就是
一句空话”。村民易图吉这样说道。

“缺资金、缺主导产业。”付乐智认识到，青山村要
实现持续增收致富，巩固扶贫成果，只有发展产业。发
展产业，成了摆在驻村帮扶工作队面前的重要任务。

在青山村，有一段驻村帮扶工作队“三次相邀”的
佳话。覃伟军和付乐智看到漫山遍野的竹林没有得到
利用，感到可惜。经过打听，他们把目光盯上了在广州
开外贸公司的易图吉。2018年底，利用易图吉春节回
家的机会，工作队邀请他回家办厂。易图吉考虑到成本
等问题，拒绝了。覃伟军他们没有灰心，2019年趁着易
图吉回乡，再次找到他进行劝说。这次，易图吉有些动
心，但仍没有下定决心。2019年5月，覃伟军再次找到
易图吉，帮他分析市场前景、产地优势等。易图吉这次
终于下定决心，回村建厂。最后，双方商定，村里以10
万元资金入股，占股20%，按股分红，所得收入为村集
体经济收入，这样既解决贫困人口就业，又带动全村群
众增收。2019年7月，竹炭加工厂正式成立并投产，当
年销售额就达40万元，预计今年销售收入可达80万元
左右，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5万元左右。

靠着这样的韧劲，村里成立油茶、罗汉果、白芨等
合作社，清水养鱼、养虾，白芨、油茶、罗汉果等特色种
植养殖业慢慢地在村里发展起来。2019年，种植的10
亩白芨，销售了1亩，村集体经济收入5.1万元，今年可
望全部售出。2019年，青山村摘下了贫困村的帽子，仅
剩的2户5人也将于今年脱贫。

满山的油茶林，长势喜人的白芨，小溪流里畅游的
鱼虾，为昔日的贫困村增添了勃勃生机，农户的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喜悦。

返乡创业在村里开了手工作坊企业“瑶味坊”的潘
蔚感慨地说：“党的扶贫好政策给我们瑶乡带来了新希
望，咱们的日子越过越舒心，越来越有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