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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县曾属武陵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县，共
有90.12万人。其中，原贫困人口10.2123万人，
至2020年10月全部脱贫。

2013 年以来，该县以脱贫攻坚为总揽，
坚持五级书记抓扶贫，上下勠力同心、矢志奋
进，先后部署“百日冲刺”“百日赶考”“百日提
升”等集中攻坚行动，推进“夜恳谈、日专题、
周联动、月研讨”工作机制。组织开展5轮脱
贫攻坚各类问题过筛式排查整改，实现“两不
愁三保障”问题“户户清”；大力发展柑橘、茶
叶、油菜和生猪，实现主导产业“户户有”；精
心开展“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亲
邻回乡扶志扶智”行动，实现群众脱贫内生动
力“户户强”。

2020年，该县按照“四个不摘”具体要求，
不停顿、不大意、不放松，克服疫情灾情影响，
实施“五大行动”补损增收，典型做法受到原省
扶贫办推介；在全省脱贫攻坚推进会上，该县
作了“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经
验的典型发言；消费扶贫“三专一平台”在全省
率先完成建设；脱贫攻坚普查数据质量高，反
馈修改问题数据少，群众对脱贫攻坚的认可度
达到99.99%。雪峰街道双联村获评“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 溪瑶族乡宝瑶村由穷乡僻壤蜕变为“全
国最美休闲村寨”“湖南省十大最美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古楼乡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乡镇”“茶叶特色小镇”。
这份令人瞩目的“脱贫成绩单”，是洞口

县各级干部用“披肝沥胆”的绝对忠诚、“披荆
斩棘”的坚毅勇胜、“披星戴月”的昼夜辛勤换
来的，是洞口县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国家
大事的价值体现，是实现精准脱贫6个百分
百的生动实践。

精准脱贫的生动实践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洞
口县坚定政治站位，保持政治定
力，强化领导，加强力量，为乡村
振兴保驾护航。

建立健全县、乡、村工作机
制。该县构建了“四大家”齐抓共
管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机
制。各乡镇党政一把手挂帅负总
责，下设乡村振兴办，每个乡镇
配备若干专职工作人员，各村都
明确一名乡村振兴专干，每个村
民小组选配一名防返贫监测员。

全面构建“1+1+5+13”工作
体系。该县乡村振兴领导小组下
设乡村振兴指挥部和指挥部办
公室，县委副书记任指挥长，实
行常态化集中办公。另设“五大
振兴”工作组和防返贫监测和帮
扶等13个专项工作专班，“五大
振兴”工作组和专班负责人均由
县委常委担任。

充分压实领导干部工作责
任。所有县级领导分别联系一个
乡镇，联点一个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村或示范村，同时结对帮扶联
系1至5个脱贫户或监测户，63
名县级领导共结对帮扶212户。
24 个乡镇（街道、管理区）的班

子成员全部包村联户。县委书记
和县长分别做到了乡、村“两个
走遍”。

不断强化帮扶力量。该县共
派出驻村工作队153支，选派工
作队员 465 名。平均年龄 46.58
岁，其中本科以上学历 200 人，
占比 43%；副科及以上 164 人，
占比35%。该县共安排结对帮扶
和结对联系干部 7256 人，对脱
贫户和监测户结对帮扶全覆盖，
其中监测户均安排了副科以上
实职干部进行帮扶。

充分凝聚社会各界力量。该
县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由县委书
记任组长的县委社会帮扶领导
小组，专人专职推动“迎乡贤，振
乡村”工作，形成了“县有办、乡
有站、村有点”的推广机制；坚持
实体化运作，在全国率先建立

“县+乡+村”管理体系，做到有
阵地、有队伍、有机制、有活动、
有保障。组建1个县乡贤总会、24
个乡镇（街道、管理区）乡贤分
会、364个村（社区）乡贤站，全面
汇聚激活乡贤力量。该县已迎回
乡贤3868人，引进项目15个，筹
集乡村振兴帮扶资金1.2亿元。

扛牢乡村振兴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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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洞口县毓兰镇桥头村1组
王升等35户村民，靠“自筹+补贴”的方
式，各自收获一座改造好的“美丽庭院”。
在这里试点的“美丽庭院”项目建设，只是
该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点。

历时8年，洞口县打赢了一场艰苦卓
绝的脱贫攻坚战，以全身心的努力换取了
困难群众满意的笑脸；聚焦“三个落实”，严
守“四个不摘”，求真务实、勇于探索，不断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突出两条底线。该县始终坚守规模性返
贫底线，坚持“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全面
筑牢防返贫监测网。同时，始终坚守粮食安全
底线，以“长牙齿”硬措施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以土地流转提高土地效益，全力打造高沙-竹
市-石江-毓兰粮食安全产业带，着力加强耕
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突出产业就业。该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开展柑橘品改提质扩面，重点打造茶铺管理区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洞口县鼎达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省级特色产业园。增强经营主体联农带
农能力，积极发动5家省级、4家市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参与“千企兴村”行动，新建（提质）
茶叶基地1000亩、油茶基地600亩、柑橘基地
2400亩、优质稻基地1536亩。持续抓好稳岗就
业和帮扶车间服务工作，深入推进消费帮扶，
为产业就业创造有利条件。

突出政策落实。教育保障方面，该县在全
省首创教育帮扶驻村信息联络员制度，提炼、

创建了教育帮扶长效工作机制，全县义务教
育阶段无一名学生因贫失学辍学。医疗保障
方面，持续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监测户
纳入签约服务重点人群。对于农村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纳入民政和乡村振兴部门农村低
收入人口监测范围的困难人员，持续落实好
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政策。住房保障、综
合保障方面，该县实现了政策精准落实到位。

突出资金投入。该县结合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工作要求，进一步对年度项目库进
行了调整和优化，及时安排项目资金实施。

突出问题整改。该县分类梳理乡村振兴具
体问题，同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措
施、整改成效、完成情况等工作流程。全面开展
乡村振兴“三查”大行动，即基础工作大督查、
进村入户大排查、政策落实大检查。组织动员
26个部门、120人按照职责分工，从各个领域、
各个层面，不留死角、不留遗漏，形成排查整改
的巨大合力，织牢织密排查整改网格。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创新防返贫监测机制。该县
创新实行“三四五工作法”，即健全
三项推动机制、采取四类监测方
式、落细五条重点帮扶措施。建立

《监测对象精准帮扶台账》，因人因
户落实重点产业就业、健康帮扶、
教育帮扶、住房保障、兜底保障等
五条重点帮扶举措，对纳入监测的

“三类”监测对象，实行“一对一”结
对帮扶，有效织牢织密防返贫监测
网格。“三四五工作法”被《中国乡
村振兴》半月刊第7期推介。

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该县
探索出以“积分换项目”的新治理
模式，在乡村治理中以“零事故、零
非访、零发案、零违建、零污染、零
疫情”为积分基础，以创建“六零”
村（社区）为载体，在信访领域先行
先试，一大批矛盾纠纷被解决在基
层和萌芽状态，为破解基层社会治
理难题探索了有效途径。“六零”创
建工作在全省、全市推广。今年，该
县信访维稳工作排名全市第1、全
省第11。今年7月29日，中国社会
帮扶网数字乡村平台试点总结推
广座谈会在洞口县召开，县委书记
吴韬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倡导节俭治丧新风尚。大力
推广丧事简办“三个3”模式，明确
村内所有丧事均由3名理事参与
操办，吊唁时间不超过3晚，费用
开支不超过 3 万元。各村纷纷将

“三个3”写入村规民约，并同步推
行主动报备、宣传引导、台账管理、
全程跟踪、典型带动等“五项制
度”。目前，“三个3”治丧模式蔚然
成风，基层党员干部带头落实，村
民的支持率高达99%。这一工作经
验被《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多次
采访推介。

创建美丽宜居新庭院。今年，
该县共安排2150万元项目资金，
在全县创建 30 个“美丽庭院”、5
个“示范庭院”、2 个“美丽庭院
群”，因地制宜创建一批村庄绿
化、水体净化、地面洁化、田园美
化、空间序化、民风淳化的宜居宜
业美丽村庄。

做足农村土地新文章。该县
成立县委书记任顾问、县长任组长
的农村土地流转工作协调领导小
组，由县城投公司控股，吸引社会
资本共同参与，成立农村承包土地
经营权流转公司，按照挂牌流转、
协商流转、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的
方式，专业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收
储、流转、处置工作。目前，全县共
流转土地24万余亩，单宗集中连
片最大流转面积3000多亩。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
则必成。下一步，洞口县将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中持续探索，力争创造
出更多的“洞口样板”“洞口经验”。

创新举措推动高位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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