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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这些年的发展，证明
我们当时没有看错人，没有选错
人。现在想来，我们那一届村委
会最后为村里做的最正确的一
件事，就是为村里物色了一位能
干的‘领头羊’，推荐了一个好的
接班人。”6月4日，说起村里这
些年的变化，洞口县高沙镇石榴
村原党支部书记曾昭林掩饰不
住内心的骄傲。

老支书嘴里的这位能干的
“领头羊”，就是石榴村现任村党
支部书记尹邦忠。他的骄傲，则
来自石榴村的变化，“可以说，实
现了‘由乱到安，由贫到富’的巨
变。”在他眼里，现在顶着“全省
粮食生产先进单位”“全省农村
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的石榴
村，已经由过去的“老石榴”变成
了名副其实的“红石榴”。

接过接力棒，经济能人
返乡当村官

石榴村位于高沙镇蓼水河
上游，因从前村中心区域有一丘
大田形似石榴而得名。石榴村
曾以做青瓦闻名，家家户户做青
瓦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制瓦取土
和遍布全村的70多座瓦窑也给
土地资源带来极大破坏。2011
年，洞口县在石榴村实施土地综
合整治项目，以期恢复生态。但
土地综合整治后，村里矛盾也渐
渐变多，村民上访不断。

2011年，村委会面临换届。
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曾昭林想到
了尹邦忠。“村班子需要补充新
鲜血液，他头脑活泛，在外面多
年，敢闯敢干，很有发展头脑。”

尹邦忠当时在广东惠州做
长途客运线路的调度，是村里公
认的能人。曾昭林带人找到了
尹邦忠，请他回来。但尹邦忠没
同意，“我现在干得好好的，回来
当什么村干部？”

曾昭林不甘心，晚上又打电
话给尹邦忠，两人掏心窝子地说

了许久。最后，曾昭林语重心长
地说：“一个人富了不算什么，但
是你回来带领父老乡亲共同致
富，就更能显示你的人生价值。”

这句朴实的话彻底打动了
尹邦忠。他郑重地对曾昭林说：

“如果村民们信任我，选上了，我
就干！”结果，当年村委会换届选
举中，尹邦忠顺利地当选为村委
会主任。2014 年，村党支部换
届，尹邦忠又当选为村党支部书
记。这一年，石榴村也被列为省
级贫困村，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45户139人。

做活土地文章，产业兴
农走出新路子

如何带领贫困村民脱贫致
富，让石榴村脱下贫困村的帽子，
成了刚上任的尹邦忠和村“两委”
急需破解的难题。当时，石榴村
在完成土地整治后，具备了规模
化、机械化生产经营的基础，然
而，因无人组织，良田或被抛荒，

或被改种单季稻，农民增收缓慢。
任村委会主任时，尹邦忠积

极协调处理各种矛盾，积极谋划
石榴村的发展。成为村党支部书
记后，他多次与村“两委”班子成
员、党员群众代表深入探讨。为
了转变村民思想，石榴村党支部
先后在16个村民小组召开村民
小组院落会，发动党员群众积极
建言献策。最后，他们和村民形
成了共识，“做活土地的文章是石
榴村脱贫致富的关键所在。”

2014年，石榴村先后在本村
及周边村流转土地2700余亩，为
双季稻产业规模化奠定坚实基
础。同时，4名党员干部牵头成
立金穗种植合作社，采用“村委
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打造双季稻种植示范基地，村
民以自愿的形式在合作社参股或
就业。2017年，石榴村利用抛荒
的旱土和园艺场分别成立了罗汉
果种植合作社和柑橘合作社。
2018年，全村土地大多流转到合

作社。为了降低劳动成本，村里
又成立明友农机合作社，购买各
式农机15台，农业生产从犁田插
秧到收割烘干，全程实现机械化。

为实现稳定脱贫不返贫，去
年底，石榴村在易地搬迁点创办
了石榴村凯创电子“扶贫车间”，
现有就业工人 50 余人，就业人
员年工资最高达3万元，实现了
集 体 经 济 和 农 民 收 入“ 双 增
收”。尹邦忠介绍，今年打算在
村里的狮子山上新建一个生态
产业园，发展旅游经济，可以带
动更多人就业。

如今，石榴村早已脱去“贫
困村”帽子，正大步迈向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美丽新农村。

临“贫”受命，担起脱贫攻坚重任；做活土地文章，贫困村变成示范村

返乡村官不辱使命强村富民
邵阳日报记者 马剑敏 通讯员 曾宇琪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李莉娟）
今年以来，武冈农商银行
拿出真金白银，全力支持涉
农企业复工复产，助力武冈
市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该行切实承担起县域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针对春
耕生产时期农户贷款“短、
小、急、频”的特点，主动与
农户对接，全行 33 个网点
联系了约 3000 余名客户，
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同
时，加快信贷投放，开通农
户贷款绿色通道，优化信贷

流程，缩短信贷办理时间和
审批时间，及时为农民的生
产、生活提供金融支持。

自年初以来，武冈农商
银行服务“三农”手段持续
创新，服务方式从单纯的输
血供氧到培养造血、从单一
的资金投放到一揽子的金
融服务，尽力满足农户金融
需求，已累计发放涉农贷款
近2亿元，重点支持了武冈
田园香粮食、武冈豆源食
品、湖南同晟食品、武冈民
富中药材等一大批优质民
营企业。

武冈农商银行倾情支农助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罗叶） 6月5日，邵阳
经开区昭阳片区锐科机器人项
目 41 亩用地完成清表腾地工
作，标志着该项目昭阳片区征地
任务全部完成。

锐科机器人项目是邵阳经
开区今年实施的重大产业项目
之一。在今年该区征地拆迁百日
大会战中，昭阳片区需要为该项

目完成41亩用地的征地任务。
该项目位于红旗社区、集贤

村、贺兴村三地交界处，地形复
杂、群山环绕，多年未耕种，界址
不清。村与村、组与组、户与户
多重矛盾未解决，给征地工作带
来重重阻力。昭阳片区直面问
题、迎难而上，多次组织召开征
拆协调会和现场部署会。相关
部门多次组织反复深入村（社

区），与征收对象进行协商，耐心
细致地与征收对象交流沟通，坚
持站在征收对象的角度考虑，最
大程度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
同时，该片区还邀请当地有威望
的老人一道到山上实地踩界，公
平公正地进行土地界址识
别。昭阳片区这一举动获
得广大征收对象的认可，
大家纷纷与征收工作队达

成共识。
6 月 5 日，邵阳经开区规建

局、征拆中心、自然资源分局和
昭阳片区工作人员、村干部来到
最后一户征收对象家，一边调解
户主家庭成员的内部矛盾，一边
宣传征拆政策等。经过数小时
的耐心谈判协商，最后与户主达
成共识，为锐科机器人项目的征
地工作画上圆满句号。

抽丝剥茧 征拆攻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吴巧瑶）
6 月 5 日，全省首个市州级
快递行业党委——中共邵
阳市快递行业委员会成立，
以党建工作引领全市快递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
快速崛起，我市快递行业发
展迅速，从业人员不断增
加。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快
递许可企业 57 家、分支机
构117个、末端网点251个，
快递从业人员达 3000 余
人，基本形成了国有、民营
并存，以民营为主的格局。

为加强全市快递行业
党的建设，在市委“两新”工
委和市邮政管理局党组的

指导下，我市成立快递行业
党委，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
工作在全市快递行业全面
覆盖，为全市提供优质、高
效快递服务构筑坚强的组
织保障。

中共邵阳市快递行业委
员会书记陈振高表示，新成
立的快递行业委员会将加强
班子自身建设，积极探索和
掌握新形势下快递行业党建
工作的规律，把加快快递行
业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带领
全市各快递企业广大党员和
干部职工全力做好行业发展
各项工作，不断壮大快递行
业的综合实力，用党建工作
的新成效为全市快递行业的
健康发展增添新动力。

我市成立全省首个市州级快递行业党委

党建引领快递行业健康发展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马固良 李水常） “授人以
鱼 ，不 如 授 人 以 渔 。 靠 山 吃
山，向荒山荒土要效益。”5 月
28 日，新邵县迎光乡大坻村 12
户舜赐茶种植大户齐聚村部，
每个人在承包合同上郑重地签
名。这酷似当年小岗村 18 名
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场景在该村
再现，引来热烈掌声。

大坻村地处新邵县西北部，
十重大界山脚下，紧邻隆回、新
化县，有“一脚踏三县”之美誉，
四周环山，仅有一条蜿蜒路出
进。该村植被茂盛，气候宜人，
平均海拔 600 米，全村 528 户

2205 人，人均耕地不足 0.5 亩。
长期以来村民靠种红薯、稻谷等
为生，无特色产业，交通和地理
环境长期制约了全村经济社会
发展。

2018年，湖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派出扶贫工作队进驻大坻
村，把发展产业增强村民“造血”
功能、巩固提升脱贫致富成果作
为首要任务，千方百计从永州引
进舜赐茶栽培种植。如今，500
亩舜赐茶已在该村落地生根，一
栋建设面积800平方米的厂房也
拔地而起，全村形成了以舜赐茶
为主导产业，黄桃、药材、蔬菜等
多个产业基地“齐头并进”的产

业格局。
引得进必须留得住。为了

把产业做大做强，驻村工作队和
村“两委”创新经营模式，盘活本
村自然资源，秉着“靠山吃山，向
荒山荒土要效益”理念，成立了
大坻种养专业合作社，将全村
109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纳
入合作社。由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拨付的扶贫资金中注资 100
万元作为合作社启动资金，先后
开挖机耕道8条共计2000米，开
挖荒山300亩，维修山塘2口，流
转荒土 400 亩，用于种植舜赐
茶、黄桃树等。村里的工程由合
作社来做，产业以合作社为主，

不仅就地安置贫困户在产业园
里务工，而且按“章程”年底分
红，促村民增收。2019年底，合
作社盈利 80 万元，人均可分红
近400元。

盘活资源后便是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该村发动村民以土
地和现金方式入股合作社，形成

“人人占份，个个出力，资源互
用，利益共享”的新格局，对12户
承包10亩以上舜赐茶的大户采
取每成活一株奖励3元的办法，
抓大带小，全面发展，并以生猪
和牛每头 300 元、羊每头 100 元
的标准对全村养殖农户进行产
业发展奖补。

“合作社+农户+公司”的合
作模式，带动了产业发展，种植、
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
链，则为该村倍增了广大村民脱
贫致富的强大后劲，今年可带来
户均增收1000元的产业红利。

创新经营模式 盘活土地资源

利益联结机制倍增脱贫致富后劲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曾秀梅 银平源） 近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邵阳市
分行举办党务干部培训班，
提高党务工作者的党建理
论水平及实务操作能力。
分行机关中层干部、青年团
员代表及辖内各党支部书
记、委员参加培训。

培训采取专家讲座和
经验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特邀市委党校副教授
姚海波结合当前国内外形
势，阐述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取得的卓越成就。随
后，分行党建工作部负责
人就党建基础知识进行讲
解和答疑。

以培训促提升 夯实党建基础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 波 通 讯 员 谢 银）

“这里有来自全省各地的
特产，当然也有‘邵阳红’产
品，直播时还会推出一些优
惠价产品……”6月3日，中
国石化邵阳石油分公司龙
皇加油站易捷便利店，工作
人员向到店咨询的王女士
介绍该公司线上直播带货
情况。

从4月中旬至今，中石
化邵阳分公司为拉动扶贫
商品和地方特色商品的销
售，已经先后开展线上直播
3场，并将凤凰腊肉、蜂蜜、
玲珑王茶叶等扶贫产品和
南山牧业酸奶、湘窖酒、新
宁崀山脐橙等“邵阳红”地
方特色商品作为重点推介
商品。为带动直播气氛，加
大推介力度，该公司还推出

了1元秒杀、加1元多一件
的促销活动。在5月6日的
直播助农活动中，两个半小
时的直播实现带货近 7 万
元。

为尽量克服疫情带来
的不良影响，积极助推“邵
阳红”地方特色产品销售，
中石化邵阳分公司将原本
设立在加油站便利店内的

“邵阳红”品牌专区从实柜
搬上了“云端”，将线上直播
带货与线下实体销售相结
合，并将助力“邵阳红”地方
特色商品销售作为直播重
点。今年1月至5月，该公
司已实现崀山脐橙、湘窖
酒、武冈卤菜等“邵阳红”产
品销售近200万元，在推动
邵阳名优产品走出邵阳、走
向全国的同时，也打造出了
一条特色扶贫渠道。

中石化邵阳分公司打造特色扶贫渠道

将“邵阳红”产品搬上“云端”

▲尹邦忠介绍合作社的农业机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