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邵县委办
扶贫工作队组织施
工队对坪上社区的
河堤进行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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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变了俏模样
——新邵县委办联点扶贫工作纪实

胜利新村是新邵县委办帮扶的唯一一个非贫困
村。该村的缺水问题一直是当地群众的一块“心病”。

“一方面是森林资源的不断流失导致地下水减
少，另一方面是村里的地下水铁元素超标，所以一
直都是从几公里外的榔概山引水。”胜利新村党支
部书记谢汉贤介绍，2017年夏天，由于邵坪高速修
建隧道导致地下水改流，原本就比较缺水的胜利新
村水源更加告急。

本着“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的原则，
新邵县委办扶贫工作队2017年入驻胜利新村以
来，一直把解决饮水安全问题作为扶贫工作的重
点和难点。

“2017年7月，正是缺水的季节，水龙头放出
来的水都是一滴一滴的，老百姓心急如焚。”扶贫
工作队队长彭君烈说，得知这一情况后，县委书记
阳晓华带着县水利局负责人徒步3公里，前往榔
概山实地考察。此后，扶贫工作队先后投资80万
元，建设3处饮水工程，解决2729名农村人口的饮
水安全问题。

“喝水问题解决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产业扶
贫。”彭君烈介绍，一方面，经他们牵线搭桥，胜利新
村委托犇牛公司发展养殖产业，并签订协议帮扶60
户236人脱贫，同时因地制宜发展脐橙柚特色产业
园100余亩；另一方面，针对部分年纪较大不适合外
出务工的村民，帮扶责任人动员他们养殖家禽家
畜，提升他们劳动致富的获得感和自豪感。

“去年，我卖一头猪就卖了近一万元！”说起这
事，该村贫困人口刘湘亲津津乐道，笑容满面。刘
湘亲和丈夫都因病动过手术，好在能享受健康扶
贫政策，10余万元的医药费报销了大部分。“要不
是有大病救助，靠家里的条件，根本一点办法也没
有。”刘湘亲说，让她特别感动的是帮扶责任人、县
委办副主任刘长文，每次都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探
望并送上慰问金。

“除了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发展扶贫产
业，我觉得扶贫工作队在我们村开展的最有成效的
一项工作是公德教育。”谢汉贤说，去年10月，在扶贫
工作队的策划和组织下，一场精彩纷呈的公德教育
文艺汇演在村里上演。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相声、二
人转赢得阵阵欢呼，有奖竞答环节大家争先抢答，工
作队还为“卫生示范户”“公德教育模范户”发放奖牌
和奖品。

如今的胜利新村，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的“最美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近年来，该村多
次被评为坪上镇乡村环境整治先进村，在脱贫攻
坚的征程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成果。

胜利新村：夺取脱贫新胜利

坪上社区是新邵县委办的另一个扶贫点。这个由原坪
上村和羊角村合并而成的社区，有不少村民住在羊角山上。
这里道路崎岖，地质灾害频发，村民出行极其不便。为了啃
下这块“硬骨头”，自2018年开始，新邵县委办扶贫工作队
先后筹资50余万元，在社区园艺场开辟安置地，集中安置
羊角村 5 户无地建房的贫困户。目前，安置房已经全面建
成，所有贫困户都实现了“安居梦”。

安新家，看病就医省心了。谢国松一家是享受易地扶贫
搬迁政策的5户贫困户之一。65岁的谢国松患有矽肺病，以
前在山上不仅打电话没信号，一旦发病，从山上赶到卫生院
都要1个多小时，十分不便。搬到安置地后，去卫生院只要
10多分钟。他充满感激地说：“感谢党的好政策，现在我们
贫困户看病报销85%，有病也不愁没钱去医院了。”

从土砖房到小平房，在谢国松80平方米的小家里，置
办了洗衣机、冰箱、电视等家电，房间角落里放着许多自种
蔬菜，门前屋后都十分敞亮。对于谢国松和老伴来说，每个
月能享受国家的低保，还有女儿的赡养，衣食无忧、心满意
足了。谢老满怀感激地连连说：“感谢国家对我们这么好，这
么关心我们！”

路顺了，幸福指数大增。8月27日正午，坪上社区党支部书
记谢文化带着笔者实地查看正在新修的元古桥。从田间走过去
是一条硬化的田埂，他骄傲地说：“以前一到夏天，这路上只见
草不见路，现在都有硬化路，走起来可顺了！”修建元古桥是今
年县委办扶贫工作队帮扶坪上社区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一到
元古桥，随行的扶贫工作队队长彭君烈指着河对岸说：“那边住
着20多户人家，还有几百亩地。等桥建好了，河两边的人生产
生活就更方便了，那几百亩地用来种稻养鱼好得很。”

从2018年至今，坪上社区紧盯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着力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目前，该社区已经完成安全饮水提
质改造，家家通上自来水，实现了用水无忧；修建了村级服务平
台，村民家门口有了文化活动广场，实现了活动自由；加宽、新
修、硬化公路5.42公里，并安装路灯68盏，实现了出行便捷。

稻花香鱼儿肥，产业旺乡村美。如今，坪上社区的稻花鱼在
当地小有名气，市场价都卖到了40多元一公斤，仍供不应求。
村民谢小春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通过“合作社+贫困户”的
形式，建立了稻香养鱼基地280余亩，年产值达50多万元。在他
的带领下，65户贫困户每年可入股分红，还可通过流转土地每
年每亩获利300元。合作社长期雇佣10多名贫困劳动力务工，
每人每年增收9000余元。

有工作，就业顾家两不误。走进位于新邵县坪上镇的龙星
电子厂，工人们都在各自忙着手里的活。在这里，贫困人口不仅
可以优先就业，还可以把物料拿回家做。不仅如
此，厂里还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午餐和专车接送。目
前，有30余户贫困户约110人在厂里上班，实现不
出远门就能有比较稳定的收入。

贫困人口谢秀丽的丈夫身体不好，养家的
重担就落在了她的肩上。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家
庭，谢秀丽选择到龙星电子厂上班。她说：“每个
月能赚二三千元，还能照顾家庭，挺好的！”

坪上社区：稻花香里话丰年

2017年初，新邵县吹响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的号角，县委办负
责帮扶的深度贫困村是坪上镇清
水村。

“县委书记阳晓华挂任包村
县领导。我作为县委办副主任，是
清水村的包村第一责任人，见证
了清水村的华丽蜕变。”新邵县委
办副主任石争光介绍，2013 年，
因央视《走遍中国·探寻长寿的秘
密》在清水村拍摄取景，该村“长
寿村”的美名从此远扬。

清水村位于坪上镇西南部的
榔概山下，四面环山，由原大元村、
清水村、竹山村合并而成，地形狭
长，总面积12.93平方公里，是新邵
县面积第二大村。全村有21个村
民小组、489户1792人，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59户212人。原竹山村
山高路远，是全县第一批深度贫困
村。阳晓华在任县长时，自2014年
就联点该村开展帮扶，在这里兴修
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发展黄桃
种植、特色养殖等产业，打下了脱
贫致富的坚实基础。

2017年，新邵县委办驻清水
村扶贫工作队决定利用“长寿”这
张名片，把该村打造成旅游景点。
一方面，县里投资 4000 余万元，
新修10.9公里旅游公路，实现白
水洞—清水村两个旅游景点互
通，同时投资300余万元，修建占
地 450 余平方米、与游客服务中
心合为一体的村级综合服务平

台；另一方面，为发展旅游产业，
扶贫工作队还帮扶该村完成了部
分景点建设，建设了百寿广场，整
修了百岁泉，改造了一线天—雷
公洞景点、仙马石景点，对 60 余
栋民宅实行统一风格的“穿衣戴
帽”。2017年，完成蜕变的清水村
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省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村、省十大平安村、
省旅游扶贫示范村。

目前，清水村旅游开发已初
见成效，一个集游乐、餐饮、茶艺、
清吧、民宿为一体的生态旅游项目
正在蓬勃发展。2019年国庆假期，
来村观光旅游的游客达到30000
人次。清水村已被评为国家AAA
级旅游景区、市级同心美丽乡村。

如今，一到周末或节假日，慕
名到清水村游玩的游客络绎不
绝。不少村民在家中办起了农家
乐，开起了民宿。依靠当地丰富的
旅游资源，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不少原本在外打拼的年轻人返乡
创业，投入到家乡旅游发展的热
潮中。90 后谢茜茜学过舞蹈、练
过瑜伽，是清水村“网红桥”的工
作人员。今年，她经常在网络上发
布以清水村各景点为背景的跳舞
视频，浏览量最高破 50 万次，成
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她说：

“如今在家上班每月能有近6000
元的收入，业余时间还可以发挥
自己的舞蹈特长宣传家乡，希望
更多人爱上清水，常来游玩。”

清水村：长寿山泉润心田

童中涵 欧阳可燕 黄靖

“扶贫干部结穷亲，手捧山泉待亲人，山泉清清甜又甜，我与
亲人心连心。”在新邵县坪上镇坪上社区的羊角山上，流传着这样
一首歌谣。当地群众用质朴的语言感谢县委办扶贫工作队筹资
130余万元，为他们完成了2.65公里通组公路的提质改造。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017年以来，新邵县委办公室按
照县委书记阳晓华“把发展搞上去、让群众得实惠”的指示精
神，真抓实干，精准施策，先后把深度贫困村清水村打造成为远
近闻名的“长寿康养村”，让坪上社区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帮扶非贫困村胜利新村群众阔步走上奔小
康的康庄大道。

新邵县委办扶贫工作队队长彭君烈（左）在坪上镇胜利新村走访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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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邵县委办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清水村大力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了百寿广场，整修了“百岁泉”。如今，该村已
成为“省旅游扶贫示范村”。 申兴刚 摄

▶坪上社区
的谢秀丽在扶贫
车间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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