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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乡奏响“奋进曲”
——城步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发展纪实

谭宇 阳望春 陈科帆 漆连生

一项项产业生机盎然，一座座农家院落焕发新颜，一条条道
路四通八达……眼下，虽正值隆冬，但放眼城步大地，依然迸发着
勃勃生机。一幅村庄美、产业强、村民富、乡风好的乡村振兴新画
卷正尽情地铺展、延伸。

今年以来，城步苗族自治县始终保持“不停顿、不大意、不放
松”的工作态势，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结合自身实际，
勇于探索创新，着力夯实产业之基、探寻善治之策、拓展共富之
路，强化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
提质增效、农村文明进步、农民增收致富。

12月15日，记者来到城步
苗族自治县土桥农场管理区资
江红美人柑桔种植专业合作社，
只见一个个色泽橙黄的“红美
人”柑橘挂满枝头，成片的果林
焕发出勃勃生机，果香四溢，沁
人心脾。果农们拿着剪刀和篮
筐，穿梭在果园里，忙着修剪枝
叶、挑选采摘已经成熟的果实。

2018年，该合作社负责人
陈梦新从浙江宁波引进资江红
美人橘橙品种。“红美人”果皮薄
而软，果肉糖分高，含有丰富的
维生素。为从源头上保证“红美
人”的品质，资江红美人柑桔种
植专业合作社除长期邀请技术
专家深入果园加强技术指导外，
还实行精细化培育管理和“两减
一增”的农耕方式，确保“红美
人”达到“颜值好、糖度高、品质
优、绿色安全”的要求，使其成为
农户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这五年，我们实现了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发展规模已扩
展至200余亩。主要采用了避
雨、完熟栽培的特殊模式，实现

‘红美人’真正果品的质量。今年
是丰产期，果品也达到了精品果
的要求，我们的‘红美人’亩产
3000斤，每亩产值可达9万余
元。”陈梦新高兴地告诉记者。

资江红美人是城步苗族
自治县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
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
来，该县着力推动高山果蔬精
品化、畜牧业规模化，在基础

设施、生产技术等方面提质升
级，不断增加农业产业附加
值，带动乡村振兴、村民共富。

在南山牧场的生产车间
里，进口挤奶设备正对奶牛进行
集中挤奶，挤出的新鲜牛奶被及
时运到集镇加工厂，加工成有机
纯牛奶、学生奶、中老人奶粉等
产品，畅销全国。南山奶产业带
动周边农村奶牛养殖、牧草种植
从业人员2000余人，农户年增
收超过4000万元，有效增强了
群众增收致富的内生动力。

同时，城步依托丰富的草
山资源，坚持“南牛北羊、牛羊
并举”的发展方针，围绕建成

“中国南方乳业之都”的奋斗
目标不放松，全力发展奶业。
该县已建成奶山羊示范牧场
25个，奶牛示范规范化养殖区
14个，奶山羊和奶牛存栏分别
达到 6000 头、11000 头，奶业
年产值超过3亿元。城步还围
绕我市打造百亿茶产业和实
现“世界看峒茶、中国峒茶看
城步”的目标，在峒茶、虫茶、
青钱柳的种植管理、生产工
艺、产品标准、品牌建设等方
面深入开展科研探索，推进茶
产业标准化、规模化、产品化
高质量发展。如今，“城步峒
茶”“城步青钱柳”均已获得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证明商标认
可。目前，全县种茶面积 2500
多公顷，年产茶66.5吨。

乡村振兴 产业先行
走进城步苗族自治县白

毛坪镇和平村，在蓝天白云的
映衬下，村道干净整洁，房舍
错落有致，村容村貌靓丽，令
人心情舒畅，呈现出一幅美丽
宜居的幸福乡村图景。

“我在村里生活了大半辈
子，感觉村子一年一个新变
化，如今更是环境优美、空气
清新。”村民杨泽荣喜悦地说
到，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近年来，城步苗族自治县
委、县政府将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抓手，举全县之力，多措
并举，精准发力，过去“脏乱差”
的农村逐渐变得“净绿美”。

城步苗族自治县实行“县
级领导联乡镇、科级干部联
村”的管理模式，县、镇、村层
层成立领导组织机构，安排专
门力量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实现全县所有村（社区）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干部帮扶全覆
盖。同时，建立三位一体工作调
度机制，经常性研究解决具体
问题，村村制定出台包含环境
卫生等内容的村规民约，全面
推行“门前三包”；推选有威望
的乡贤担任村卫生监督员，明
确要求党员、村组干部作表率，
带头搞卫生。该县出台了《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考核办法》
等文件，将环境卫生整治情况
作为联点县级领导、联村科级
干部以及驻村帮扶工作队、驻
村干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该县充分利用电视台、微
信公众号、“村村响”广播等宣
传媒介，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宣
传教育，着力营造人人参与整
治、人人支持整治的良好氛围。
广泛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强化农民主人翁
意识的公德教育。在教育形式
上，开好村组院落会议、群众代
表会议，讨论制定村规民约，让
老百姓都参与进来，激发群众
动力，较好地解决了“干部干、
群众看”的问题。在教育内容
上，帮助村民搞卫生，引导村民
自己搞卫生，实现从“干部干、
群众看”到“干部带头干、群众
跟着干”的转变。此外，对每家
每户环境卫生情况进行打分，
对表现突出的在全村广播通报
表扬，并适当奖励香皂、牙膏等
日常用品；对评选出来的文明
卫生家庭，年底采取多种形式
进行宣传表彰，激发了群众参
与评比的热情。

近年来，该县总投资近 2
亿元，新建大中型垃圾中转站
12 座、村级垃圾收集亭 537
个，投放垃圾收集桶1.5万个，
配套购置垃圾转运车和洒水
车，环境卫生公共服务覆盖至
每个村。

如今，漫步在城步的乡镇
村庄，美丽景色映入眼帘：乡间
小路整洁通畅，岸边河清水绿；
村庄房屋错落有致，庭院清新雅
致；休闲广场上，村民或休闲健
身，或拉着家常……

环境变样 幸福升级
“村里的饮水问题解决

了，还新增了53盏太阳能路
灯，很多人都有了一技之
长，日子越过越美了，这和
驻村工作队的努力是密不
可分的。”城步儒林镇南门
村村民说起驻村工作队的
工作，纷纷点赞。

“驻村工作队在了解了
我的情况后，帮我申请了低
保，缓解了我的经济压力。”
身患重病的汀坪乡桂花村
村民罗金梅如是说。

“驻村工作队领着大家
种植疏果。现在我们村共有
罗汉果 246 亩，每年能为村
里增加收入10万元。”汀坪
乡汀坪村村民王大爷高兴
地说。

……
行走在城步各村落，说

起村里的喜人变化，大家不
约而同地提到了驻村工作
队。驻村工作队是乡村振兴
的生力军。今年，城步苗族自
治县积极探索驻村帮扶工作
队管理新办法、新举措，目前
全县所有村（社区）均实现了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全覆盖，
合力促进脱贫人口持续稳定
增收，合力做好乡村建设和
乡村治理，全面推进乡村“五
个振兴”落地见效。

走访入户工作是解决
群众困难、推动乡村振兴的
重要环节。该县驻村干部每
月都会上门入户，讲一讲国
家政策、理一理发展思路、
办一办群众诉求、问一问群
众健康，与群众“零距离”接
触，“面对面”交流，认真收
集梳理、准确核实群众反映
的“急难愁盼”问题，集中各
类资源为群众解决一批实
际问题、一些“鸡毛蒜皮”的
陈年纠纷，并深入分析原
因，运用群众办法解决群众
问题，当好纠纷“调解员”、
邻里“劝导员”、群众“贴心
人”，让群众更信任。

目前，全县 103 支驻村
帮扶工作队共上门走访监
测户 1272 户、脱贫户 11288

户，走访率达到100%，一般
农户走访完成90%，帮助农
户解决急难愁盼问题500余
个，有效提升了群众对驻村
工作队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
的重中之重。各级驻村工作
队入驻后，迅速行动，找准
发展路子，因地制宜推进产
业发展，推进强村富民。省
民政厅驻儒林镇罗家水村
驻村工作队摸排清点全村

“家底”后，对闲置建设用地
25亩、南竹林8000亩、苗香
梨 300 亩进行了规划，帮助
村民拓宽致富路；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驻茅坪镇金兴
村驻村工作队打造了呐喊
喷泉、网红桥、小火车、游船
等多个旅游项目，吸引了大
量游客前来参观休闲娱乐，
周边村民顺势开办农家乐，
家庭收入持续增长。

各级驻村工作队根据
各村资源和群众意愿，发展

“一村一品”特色产业 188
个，发展特色民宿、农家乐、
采摘园136个。

该县将驻村帮扶工作
队及队员的实绩考核和群
众满意度关联起来，在乡村
振兴年度考核中，对驻村帮
扶工作队的实绩表现进行
综合评判；将驻村帮扶工作
队的实绩考核和村党组织
书记“双述双评”关联起来，
驻点村党组织书记“双述双
评”没有评为“优秀”的，驻村
帮扶工作队在年度考核中
不能评为“好”等次；将驻村
帮扶工作队的实绩考核和
派出单位以及属地管理单
位的绩效考核关联起来，把
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实绩表现
作为乡村振兴工作的一项重
要考核指标，工作队及工作
队员因履职问题需追责问责
的，一并追究相应乡镇和派
出单位责任。通过充分发挥
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压实
各方管理责任，激励广大驻
村干部在乡村振兴一线担
当作为、建功立业。

驻村帮扶 见行见效

汀坪乡汀坪村农民在管护即将成熟的八月炸。
严钦龙 摄

土桥农场管理区资江红美人柑桔种植专业合作社
务工人员展示丰收的柑橘。

白毛坪镇歌舞村农民采收生态黄桃。严钦龙 摄

茅坪镇高坪村猕猴桃基地的产业路。严钦龙 摄

西岩镇江石村江南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操作农
机翻耕土地，准备播种蔬菜。 严钦龙 摄

儒林镇清溪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员工在播种早春蔬
菜。 严钦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