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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184名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齐聚湘西，共探精准扶贫之路

5年将投25亿元，助百万人增收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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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先要精准识贫。
经过两年努力，我省精准识贫建
档立卡成效显著。不符合条件的
对象基本被清理出去，符合条件
的对象被纳入进来，动态调整了
21万余人。

动态数据库精准识贫

省扶贫办通过数据分析，按
照精准扶贫“五个一批”要求，对
扶贫对象的贫困程度、致贫原因、
脱贫对策等不同情况进行分门别
类，系统梳理，登记在册，建立了
“五个一批”数据库。

今年3月底前，将完成2015
年的数据采集更新，建立贫困人
口动态调整机制、精准扶贫大数
据管理平台和业务子系统，为精
准脱贫提供支撑。

“四跟四走”，产业脱贫

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的
核心。从2014年开始，省扶贫办
新一届党组积极探索并确立了
“资金跟着穷人走、 穷人跟着能
人走、 能人穷人跟着产业项目
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的“四
跟四走” 精准产业扶贫新路子。
力求将片区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
相结合， 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
市场配置资源决定作用相结合，
将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与扶贫对象

自身特点相结合。
省扶贫办开发指导处处长

全永海介绍，2014年和2015年，
全省共实施重点项目138个，使
用财政扶贫资金6.87亿元，整合
其他资金33亿多元，帮扶贫困人
口40多万人。每个贫困县都有2
个以上的重点项目。每个项目覆
盖的贫困人口在1000人以上，
人均增收也在1000元以上。今
后5年， 还将安排财政扶贫资金
25亿元，帮助100万贫困人口实
现增收脱贫。

独具湖南特色的金融扶贫

如果说产业扶贫是骨架，金
融则是产业发展的血液。由于缺
乏有效的抵押和担保，产业发展
中新型农业经济组织“融资难”
和贫困农户“贷款难、贷款贵”的
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破解。

2014年下半年，省扶贫办联
合省信用联社先后赴贵州、福建、
江苏等地考察学习。结合实际，创
建了独具湖南特色的精准扶贫小
额信贷模式。 这一模式得到国务
院扶贫办的高度肯定， 成为全国
精准扶贫的三大品牌之一。

全永海透露，今年全省131个
有贫困人口的正县级单位将全面
推开扶贫小额信贷工作， 新增贷
款投放量计划达60亿元，形成一
套比较完善的金融扶贫机制。

3月21日至24日， 我省精准扶贫驻村帮扶
工作队队长培训班在吉首开班。 本次培训班由
省扶贫办和省委基层党建办公室共同举办。

为期4天的培训，来自全省各地的184名工
作队队长现场参观了花垣县双龙镇让烈村、十
八洞村、麻栗场镇新科村及十八洞村花卉、猕猴
桃基地，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管理、 金融产业扶贫及异地扶贫搬迁与贫困
户危房改造等问题接受培训， 并分享了代表工
作队的扶贫经验。

4天里，全省精准扶贫工作得到了一次集中
展示。工作队队长也在参观学习中，交流碰撞出
扶贫工作的新观念、新方法和新行动。

3月下旬的湘西，春雨飘洒，春意盎然。精准
扶贫开发工作在春雨中播下新种，等待收获。

■记者 卢小伟 肖德军

【学宗溪村】
借力电商助增收

沅陵县学宗溪村是省委办
公厅的帮扶对象。 工作队以电
商产业发展为突破口， 探索精
准扶贫的新机制。

为此，工作队实施“培选扶
管”工程，构建电商扶贫“1234
捆绑发展”机制。搭建了武陵山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电商创
业服务中心，引进淘宝怀化馆、
搜农坊、 盘古电子商务等运营
团队， 吸引县乡近20家微商等
社群营销运营团队， 主要运营
学宗溪村及周边地区优质农副
产品。

与搜农坊合作的第二个项
目（借母溪山珍）已于3月上旬
启动，下旬上线。预计4月可实
现20万元左右销售额， 带动40
户农户增收和7户贫困户脱贫。

【黄罗村】
突出党建促扶贫

涟源市黄罗村是省地税局
的帮扶对象。 驻村工作队经过
细致深入的调研， 认识到黄罗
村要脱贫致富， 首先得抓好村
级组织建设。

为此， 工作队把解决村支
部软弱涣散问题、 建强基层党
组织， 作为开展驻村帮扶的第
一要务。在建好村支两委、抓好
党员培养后， 党员干部的先锋
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促进
扶贫工作有效开展。

2015年，省地税局投资128
万元的1.7公里村级公路已建
设完工。 工作队利用黄罗村靠
近国家4A级景区湄江国家地
质公园的优势， 大力发展休闲
旅游产业。 一个投资千万级的
宾馆项目正在筹建当中。

3月22日，大雨滂沱。参
观团一行冒雨沿着蜿蜒山
路，先后来到让烈村、十八
洞村和新科村。 每到一地，
众人顾不上雨水湿鞋 、遮
眼，纷纷拍照、交流。

【让烈村】
苗歌声声迎宾来

让烈村位于花垣县东
南部的高山峡谷中 。“让
烈”是苗语，意为“热情地
欢迎你来”。参观团刚一下
车， 就听见苗家阿婆的歌
声在雨中回荡。 修葺一新
的村组道路两旁， 脚手架
簇拥着几栋未完工的三层
民房。

让烈村是省委组织部
的帮扶对象，全村共有79户
362名贫困人口。 驻村队长
宋敏介绍，结合村寨山高谷
深的特点，工作队围绕“靠
山吃山”做文章，大力发展
峡谷经济。 全村建设了烟
叶、蔬菜、水果、中药材种植
基地和高山牧场，组建了烟
叶、中药材、高山蔬菜水果、
山羊养殖4个专业合作社，
并先后引进步步高、开源集
团等6家非公企业对农产品
实行订单收购。发展多种形
式的产业规模经营，实现产
业扶贫效益最大化。

【十八洞村】
绣品摆上文博会

在十八洞村， 村头停
车坪旁一栋新修的两层木
楼骨架刚搭建完毕， 将用
于展示特色农副产品。施
吉文老人家旁的石板路
边， 一个新的观景平台也
初具雏形。

拾级来到施成富老人

家， 苗家阿婆正围坐在火
盆边绣苗绣，火盆上方，熏
制中的腊肉色泽饱满。

62岁的石顺莲是苗绣
合作社的理事长， 她介绍，
绣娘的队伍正不断扩大，绣
品曾在去年的深圳文博会
上大放异彩。今年3月，合作
社还被省妇联评为湖南省
妇女手工编织就业创业示
范基地。

在十八洞村花卉温室
大棚里， 红掌争相吐艳。基
地负责人介绍，去年底出售
了第一批产品， 产生利润
27.1万元， 帮扶十八洞村贫
困对象户136户542人，每人
增收500元。

【新科村】
韩国辣椒种进来

下午，参观团一行来到
新科村。远远望去，纱帐围
成一个个池塘，像给大地镶
上了白边。

新科村共有85户精准
贫困户、334名精准贫困人
口。为了帮农户脱贫，该村流
转土地1250亩，组建新盛种
养专业合作社、 腾龙蛙业养
殖专业合作社和月亮谷生态
养殖专业合作社。

3个合作社均采用“公
司+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
依靠湖南农大、湘西州农科
院等机构作为技术支撑，种
植养殖锦绣黄桃、祁东酥脆
枣、石蛙、孔雀及红椿、韩国
辣椒等特色优质品种 。其
中，新盛和月亮谷合作社可
分别带动85户、334名贫困
人口年均每人增收4186元、
2419元，腾龙合作社可带动
入社贫困人口120人年均每
人增收2833元。

民房一新，花卉吐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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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工作队长参观十八洞村花卉基地。

驻村工作队长来到十八洞村施成富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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