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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宁县是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
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
全县共有贫困村 85 个，建档立卡贫
困对象15873户56736人。

6年来，绥宁县委、县政府全面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
论述精神，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
扶、如何退”，坚持标准，精准精细，和
全县人民一道，发起了消灭绝对贫困
的总攻。在县级领导示范带头下，全
县5630名帮扶干部职工扎下身子，走
村串寨，与贫困户真情实意结“亲戚”，
脱贫致富手拉手。据统计，全县结对
帮扶干部共实地走访贫困群众15.98
万人次，参加劳动8.2万人次，帮助贫
困群众实现“微心愿”3.4万个。

“五个一批”助力脱贫攻坚

绥宁县集中资源和优势兵力，按
照“五个一批”的要求，始终把精准精
细、用心用情作为根本方法，做到不
脱贫不放手、不致富不罢休。

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2014
年以来，全县整合产业扶贫资金 4.1
亿元。青钱柳、油菜、生猪、蔬菜、杂
交水稻制种、绞股蓝、油茶、南竹、光
伏发电等九大县级重点扶贫产业，和
乡村自主确定的扶贫产业，构建起精
准脱贫的产业支撑点。先后引进和
扶持新五丰、中集、银山、丰源、贵太
太、神农金康等龙头加工企业，建设
电商服务中心。与此同时，绥宁县积
极探索产业扶贫新路，创新推出“东
山红提贷”与“东山红提冷库贷”两大
商业信贷特色产品，累计发放贷款
195笔1038万元，带动500人致富。

二是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绥宁
县共易地搬迁3765户15189人，建有

16个集中安置点；全县四类重点对象
房屋全面整改到位。为了帮助村民
搬迁后能稳定就业，绥宁县在所有集
中安置点建设光伏电站，配套建设乡
镇农贸市场5个、提供菜地612亩、开
发公益性岗位 1600 个，安置在湘商
产业园148户，设立“扶贫车间”安排
贫困就业人员734人，确保实现一户
一人就业。

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
乡村旅游，带动一批。落实禁食退
捕，转产（业）一批。发放生态补偿，
保障一批。发放生态补助 7178 万
元 ，受益贫困户 4264 户 13218 人。
设立公益岗位，聘用一批。选聘贫困
人口生态护林员 1391 人，发放管护
补助1391万元。

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教材
费；提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1643.26
万元、2075人次；适龄儿童“零辍学”。

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发挥
政策优势，健全完善“全覆盖、保基本、
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和救助
体系，让每一名困难群众得到救助。

“四部曲”夯实扶贫成果

为了让绿洲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绥宁县干群发扬钉钉子精神，挥舞

“四把铁锤”砸向贫困，攻克一个个贫
困堡垒。

提升“两个完善”。为全面改善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绥宁
县坚持为85个贫困村和133个非贫困
村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引导资
金，累计投入 15 亿元开展了人安饮
水、农村道路“窄改宽”、产业扶贫和就
业扶贫等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会战。

打牢工作基础。绥宁县深入开
展“三走访三签字”，实现贫困村走访
全覆盖，先后开展15次集中督导调研
活动和21次集中扶贫主题日活动；创
新开展“两提一促”主题活动，评选表
彰“十杰百优”，示范带动全县干部提
振精气神、提升执行力；深入开展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

注重党建引领。选拔 426 名致
富能手进入村“两委”班子，选优配强
后备干部655名；实施“双培双带”工
程，将 181 名致富能手发展为党员，
将554名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

激发内生动力。创新开展法治
宣传进万家、孝老爱亲进万家、精神
扶贫进万家、文明新风进万家活动，
每年评出10个最美扶贫脱贫姑娘和
10个扶贫先锋，激发群众奋力攻克一
个个贫困堡垒。

持续发力攻坚克难

绥宁县 2018 年脱贫摘帽后，严
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四个不摘”的
要求，始终保持决战决胜的战时姿
态，持续抓好巩固提升工作，不获全
胜绝不收兵。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
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
管。同时，针对上级反馈的脱贫各领
域存在的问题，扎实整改，确保事事
有回音、件件有落实。

通过持续发力，绥宁县扶贫工作
取得了可喜成果：2019年，85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今年，全县 15873 户
56736人全部脱贫。

奋力谱写精准扶贫时代答卷
——绥宁县精准扶贫工作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张伟 通讯员 李斌 袁学龙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隆洋 郑杰） 11月20日，
在新邵县潭溪镇党委政府和兴东村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兴东村两
户因宅基地纠纷发生矛盾的村民签
订了调解协议。这是该镇大力推行
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建设，以“三治”
融合实现信访“三无”，推进社会治理
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潭溪镇在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过程中，建立以党建为统领的法
治、德治、自治三大类九大群众自治
机构，探索出一套新时代乡村治理体
系。“通过各类群众自治机构的建立，
我镇仅玄本一个村就将 61 名党员、
137 名群众充实到了乡村治理队伍
来，实现了‘人人来管事，事事有人
管’的良好局面。党员示范效应强，
村民创优热情高，乡风民貌焕然一
新。”潭溪镇党委书记周武说。

新邵县潭溪镇：
“三治”融合实现信访“三无”

“去年收获了5万余斤天麻。今
年天气好，加上又扩大了近800亩种
植面积，预计有6 万余斤天麻出货。
按照干天麻 160 元每斤、新鲜天麻
25-30 元每斤的市场价，可以增收
160万元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年啊！”
11月18日，天气晴好，绥宁县水口乡
田凼村 7 组的杨小清正在他入股的
绥宁县田凼天麻种养专业合作社宝
鼎山种植基地忙着挖天麻，说起今年
的收成，他相当兴奋。

水口乡位于绥宁县西北部，海拔
较高。近年来，水口乡党委政府因地
制宜，把发展天麻作为致富的有效途
径，积极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以“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贫困户）+基地”的
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天麻产业，拓宽了
群众的脱贫致富路，实现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杨小清夫妇在种天麻之前，和大
多数村民一样靠外出务工维持生活。
2015年，得知家乡在发展天麻产业时，
夫妻俩商量后，便毅然返回家乡，决定
将多年辛苦挣来的积蓄全部用来种植
天麻。杨小清通过不断探索，摸索出
一条以林下套种的模式发展天麻的路
子，带领当地群众实现了脱贫增收。

村里有条理想的致富路是大山
人几代的期盼。看到种植天麻是个
致富的好路子，大家都不淡定了，纷
纷想要加入其中，搭上致富的早班
车。田凼村老村主任杨延炳、现任村
主任杨延勇、乡人大代表黄民虎希望
借此机会帮助更多老百姓致富，他们
经常和杨小清探讨天麻种植发展思
路，并时常奔走乡政府汇报天麻种植
产业发展的各项工作。

2017年5月9日，在水口乡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绥宁县田凼天麻
种养专业合作社成立。合作社总投
资260万元，窖场总面积1300亩，41
余户村民通过土地、资金入股等方式
进入专业合作社，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19户。

“如今，我在合作社务工，在家门
口就业，可以照顾老人、小孩，算是搭
上致富车早班车的第一批人，感觉很
满意！”杨晚妹是水口乡田凼村7 组
建档立卡贫困户，一个月能拿到
2400元左右的工资。

今年年初，水口乡为巩固脱贫成
效，将田凼天麻种养专业合作社作为
乡镇重点扶贫产业示范基地，投入产
业扶贫资金50万元用于帮助贫困户
增收。现在，天麻种植基地已种植
2000余亩，预计在今后几年将完成1
万亩的种植目标。乘着水口乡发展
天麻产业的“东风”，合作社成员经过
详细了解市场情况后，在田凼村建立
了天麻繁殖基地培育天麻种子。培
育出来的种子，可以自己栽种，还可
以对外销售。

“我大学毕业的儿子今年回来帮
忙了，他是学市场营销的。下一步我
们打算做深加工、精加工，做成精包
装，发往全国各地，带动更多老百姓
发家致富。”说起下一步的计划，杨小
清信心满满。

“我是合作社的帮扶责任人，天
麻种植已成为我乡的支柱产业之
一。下一步，我们还将立足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以天麻产业为中心，以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为目标，以打造地方
特色品牌为核心，做大做强天麻产
业，助力田凼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水口乡党委书记唐成贵表示。

绥宁县水口乡：
高寒山区种天麻 解开群众“致富码”

通讯员 杨亚林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杨能广 凌小兵） 11月21
日，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组织省
制冷学会、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等25个省
本级社会组织及企业，来到新邵县寸石
镇田心村，开展省本级社会组织参与脱
贫攻坚光明行、甜蜜行、农技行、希望行、
牵手行“五个专项行动”暨捐赠活动。

近年来，省本级社会组织积极参
与脱贫攻坚“五个专项行动”，积极发

挥省本级社会组织整合力量、链接资
源、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形成“出
钱、出力、出技术、出主意”的社会组
织大扶贫格局，为振兴偏远乡村和困
难群众脱贫凝聚强大力量。今年是
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
坚“五个专项行动”的第二年，省民政
厅秉承“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
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五个专项行
动”，着眼于贫困群众的实际困难，开

展针对性、个性化帮扶，为脱贫攻坚
贡献社会组织力量。

当天，各省本级社会组织成员们
实地参观了位于田心村的新邵斌祥楠
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苗木基地和正在
开发的燕子岩洞景点，对田心村的发
展思路和做法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就
该村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
议。此次活动，共为田心村道路等基
础设施建设捐赠现金20余万元。

省本级社会组织开展“脱贫攻坚新邵行”活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杨贵竹） 11月20日，隆回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完成了
对国家级非遗项目滩头手工抄纸技
艺传承人刘凡弟的口述史访谈工作。

2014 年，隆回县滩头手工抄纸
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截至目前，该项目已有
代表性传承人2人。多年来，滩头手
工抄纸技艺激活一个产业，带动了滩
头木版年画、梅山纸马、滩头香粉纸、
色纸、祭祀纸等以竹纸为原料或为载
体的传统手工产业的发展。此次，通
过文字、图片、影像等有形的载体对
滩头手工抄纸技艺进行全面、真实、
系统地记录，能更好地促进该项目的
传承与发展。

非遗是一门“口传身授”的艺
术，艺跟人走，人在艺在。如果不及
时进行口述史记载，随着非遗传承

人断档，非遗项目将有可能面临“人
亡艺绝”的困境。口述史是形式活
泼、充满感性的心灵史。开展传承
人口述史抢救性记录工作，不仅具
有“保持第一手资料”的价值，更有
助于提炼出民间艺术活的历史和制
作技艺。

近年来，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非常注重非遗保护和传
承工作，不断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新方法和新途径。目前，已
经开展了国家级非遗项目滩头木版
年画、滩头手工抄纸技艺、花瑶呜哇
山歌、花瑶挑花，省级非遗项目望星
楼通书习俗、市级非遗项目梅山木
偶戏等系列抢救性保护工作，组织
人员深入开展田野调查，挖掘、搜
集、整理和保存非遗项目资料，为促
进隆回县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工
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护传承，与时间赛跑

隆回开展非遗传承人口述史抢救性记录

11月23日，晨雾还未散去，而在
新宁县巡田乡的乡村沃野，一边是乡
村干部置身田间地头，优选烟田，一
边是机器轰鸣，机手们正抢抓时机，
翻耕烟田。今年，巡田乡在诸多不利
因素下，交烟 8729 担，同比增长
33.6%，产量全县第一。当下，烟田晚

稻刚收割入仓，该乡趁热打铁、顺势
而为，迅速将责任前移、工作前推，抢
抓天气、不误农时，边落实烟田、边翻
耕土地，快马加鞭为新一轮烤烟发展
做足准备。 （通讯员 雷良军）

新宁县巡田乡：为新一轮烤烟发展做足准备

11月18日下午，由省应急管理厅统一部署的“防范森林火灾，守护绿水青山”森林防火宣传活动走进新宁
崀山，森林消防指战员通过开展现场授课、发放宣传资料、展示防火装备等方式向基层防火队员和过往群众介
绍森林防火知识，提高他们的森林防火意识。当天，崀山景区、舜皇山森林公园以及国有林场的200余名防火
队员参加了森林防火培训。图为消防指战员指导基层防火队员使用消防器具。

通讯员 李琦 陈成辉 徐平香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