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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承载着脱贫致富的希望。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增强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的内生动力和造血功能是我市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制胜法宝。

近年来，我市根据贫困农户的现状、致富意愿、致
富能力等个体差异，按照“长短结合、短期脱贫、长远
致富”的思路，制订不同的“营养菜式”脱贫菜单，弥补
贫困家庭脱贫致富能力的“营养缺失”，因地制宜，因
人施策，创造了“一县一特”“一村一品”的产业扶贫

“邵阳模式”，并通过开展电商扶贫、消费扶贫等，打品
牌、畅渠道，帮助贫困群众增产增收，加快脱贫致富步
伐，取得显著成效。

“你要把根深扎在油茶这片土壤上，带动更多群
众脱贫致富。”2017年7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在邵阳县塘渡口镇塘坪村考察脱贫攻坚
工作时，对该村油茶基地承包人周根生说。

几年来，周根生牢记杜家毫书记的殷切嘱托，把
根深深扎进了郁郁葱葱的油茶林，以产业扶贫的生动
实践引领千家万户脱贫致富。目前，他承包经营的油
茶基地大部分已进入丰产期，1.3万亩油茶林遍布全县
13个乡镇、36个村，7000多名贫困群众通过土地流转、
劳务用工、入股分红、护林协管等方式实现脱贫致富。

“全县参与油茶产业的农民已达37万人，通过聚
焦靶心，精准施策，我们找到了真正能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的产业。”市政协副主席、邵阳县委书记蒋伟说。

作为全国四大脐橙产地之一，新宁县因地制宜，
实施脐橙产业脱贫战略。该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鼓励全县果农充分利用荒山发展
脐橙种植，对贫困人口进行种苗提供、基础建设补贴
等扶持。

2018年4月21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新
宁县调研时提出“百里脐橙连崀山”的产业发展理念，
为新宁按下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加速键”。

新宁县以“百里脐橙连崀山·产业扶贫耀三湘”为
引领，探索推行“脐橙+旅游+扶贫”“园区+景区+扶
贫”等模式，采取小额信贷、产业奖补、为贫困群众免
费发放脐橙苗、“万企帮万村”、合作社利益联结等方
式，使崀山脐橙质量与市场知名度、占有率不断提高。

“国家扶贫政策好，这几年脐橙价格高，我们村贫
困群众都种上了脐橙。去年我家脐橙摘了 2 万多公
斤，增收了10多万元。今年我家又扩种了5亩脐橙，脱
贫致富不是梦！”黄龙镇石泥村贫困人口冯春芳说。

据了解，新宁县脐橙种植面积从2014年的18万
亩，增加到现在的近50万亩，年产值30亿元，全县已
有近5万名贫困群众通过发展脐橙产业实现稳定脱
贫，占全县总脱贫人数的50%以上。

犹如邵阳县的油茶，新宁县的脐橙，邵东的药材、
隆回的金银花、新邵的猕猴桃、绥宁的南竹、洞口的蜜
橘、武冈的卤菜、城步的高山蔬菜等特色扶贫产业也
流“金”淌“银”，逐步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全市“一县一
业““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全市199个
龙头企业、2971个专业合作社、3510名种养大户和992
个家庭农场与近20万户贫困群众建立了利益联结机
制，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792个，带动70多万名贫困人
口增收脱贫。

高水平施策 壮大精准扶贫“大产业”

翻修一新的村卫生室。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整洁漂亮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人安饮水改造后用上自来水的城步苗族
自治县茅坪镇金兴村村民肖四妹正在家中洗
菜。 严钦龙 摄

▲修建一新的乡村公路。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
举全市之力，下“绣花”功夫，我市始终

对标“三率一度”具体要求，始终聚焦“两不
愁三保障”标准，保障各项扶贫政策落实落
地，确保脱贫过程务实，脱贫结果真实。

我市通过产业发展、易地搬迁、危房改
造、就业转移、教育资助、医疗救助、社会保
障等措施，切实分类施策、因户施策，精准
帮扶到户到人，让帮扶对象真正增收脱贫。
全市完成自然村通水泥路3633公里、提质
改造4309公里、安保工程4678公里，实现
100%的建制村通水泥路（沥青）。在全省率
先完成新一轮农网改造，实现城乡用电同
网同价，全面落实行政村稳定供电，户户通
电。一个个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变化让全市
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教育扶贫方面。全面落实学生资助政
策，近五年资助困难学生 397.88 万人次，
资助金额33.5亿元，全市农村贫困学生实
现全入学、零辍学、就学零负担。开展教育
培训，2014年来共完成“雨露计划”职业教
育补助 74394 人次、实用技能培训 163688
人次、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和村干部培
训20927人次。

健康扶贫方面。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大
病保险、扶贫特惠保、民政救助、医院减免、
政府兜底“六重保障”措施；全面落实贫困
人口住院政策范围内费用报销比例提高
10%，大病保险报销起付线降低50%，贫困
人口住院起付线降低50%等保障政策；开
展“三个一批”行动，全面实施“先诊疗后付
费”制度，推动完成“一站式”结算，截至
2020 年 8 月，全市贫困人口县域内“一站
式”住院补偿人数为 100884 人，总费用
72868.22 万元，综合报销支付 63895.78 万
元，实际报销比例87.69%。

农村安全饮水方面。近三年来，全市共
投入近30亿元，新建和改扩建人安饮水工

程 1617 处，基本实现 705 万农村人口（含
93 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全覆盖，提前
完成小康社会饮水安全目标任务。

兜底保障方面。实现扶贫与低保“两线
合一”，应兜尽兜，全市共保障农村低保对
象84369户127287人，其中一类兜底34842
人，占比 27.37%，二类兜底 62562 人，占比
49.15%，三类兜底 29883 人，占比 23.48%。
农村低保标准调整为340元/月，确保农村
低保标准稳定高于国家扶贫标准。

住房保障方面。2016年在全省率先启
动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目前完成改造
157768户。2016年全面启动易地扶贫搬迁
三年行动计划，全市共搬迁89545人，安置
住房23698套，建筑面积224万平方米。

生态扶贫方面。全面落实生态公益林
补偿、退耕还林补贴政策。开展生态补偿转
岗，全市共选聘361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为生态护林员。

光伏扶贫方面。全市共建有村级光伏
扶贫电站 735 个，装机容量达 78023.24 千
瓦，占全省总规模的20%。

全面推广中国社会扶贫网。累计注册
爱心人士超107万人，贫困人口全部注册，
总发布需求37万多个，对接24万多个，对
接成功率65.68%。城步创新“互联网+社会
扶贫”模式，创建中国社会扶贫网城步门户
网站，成为全省第一个上线的县级子站。扎
实开展“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
活动，全市累计对接帮扶23.4509万次，对
接次数达到全省的六分之一。

正向激励机制不断完善，新邵县的“公
德教育”、武冈市的“一述双评”、绥宁县的

“群众院落会”、新宁县的“劳务经纪人”、隆
回县的“爱心改变面貌”……邵阳经验得到
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一批扶贫先进单位和
最美扶贫人物得到表彰，城步苗族自治县杨
淑亭荣获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

脱贫攻坚，关键在精准，首要在质量。
为确保脱贫攻坚质量，打好这场硬仗，市委
市政府对标对表，积极开展大排查，聚焦中
央和省反馈的问题清单，层层动员部署，科
学制定方案，解决了一批突出问题，行业部
门扶贫责任得到压实，脱贫攻坚基础工作
得到夯实，整体水平明显提升。

开展“十查十看”活动。对精准识别、精
准帮扶、精准脱贫、扶贫资金、行业扶贫等
10个方面内容开展自查自纠；开展动态调
整和数据清理行动，对贫困户进行跟踪监
测，了解其生产生活情况，及时进行动态调
整，将符合条件的纳入建档立卡范围，将不
符合条件的进行清退；狠抓扶贫领域作风
问题专项整治。

开展扶贫领域信访专项整治行动。全面
落实一名包案领导、一个化解工作小组、一
次协调会、一套化解方案、一套稳控措施、一
个解决期限的“六个一”的化解方案，做到问
题不解决不销号、信访对象不认可不销号。

开展脱贫攻坚常态化督导，出台《邵阳
市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工作方案》，建
立了常态化督查巡查机制，由市脱贫攻坚指
挥部成立了10个常态化督查指导小组，采
取明察暗访、“四不两直”的方式，对县市区
进行全面督查指导。市级领导联县（市）、联
村，定期听取常态化调研情况汇报，帮助联
点县市、村攻坚克难，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坚持问题导向，以电视问政为抓手，拓
宽扶贫领域监督渠道，扎实推进扶贫领域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整治，解决一批群
众反映强烈、长期没有解决好的痛点难点
问题。2019年，全市围绕“两不愁三保障”，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举办了2期电
视问政。约谈县（市）党政一把手，市县行业
扶贫部门、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20多人
次，解决扶贫领域热点难点问题300多个。

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市
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人民群众感受到是
我市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就。

（下转5版）

高质量推进 施展精准扶贫“大手笔”

驱贫奔富看邵阳
——全市推进脱贫攻坚纪实

◀2019年3月2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右）在邵阳县白仓镇石
龙村检查脱贫攻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