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岁的残疾人何儒家，凭着多年拾荒积蓄，再加上工作组给的安居工程住房补贴，住进了两层新
楼房。

站在新房前，他声如洪钟地说：“日子过好了，干事都比以前有劲，这也是为国家减负吧。”
张庆莲说，以前只想着把日子过好就行，听工作组同志宣传产业政策和相关信息后，还是想在经

济允许的条件下把养猪事业做大。
多场乡间地头的对话中，记者能感受到，因为一队帮扶者的到来，乡亲们的生活好了，他们的意识

也在渐变。
记者离村时，村民们正干劲十足地对村里楠竹加工厂做场地平整。
在那里，麻纳峪村的乡亲正种下另一个大大的希望，谋划一场更大的改变。

站在羊棚前， 覃业武感慨
万千：“不是扶贫工作组， 我没
办法爬出穷这个泥潭子。”

2013年以前， 覃业武住在
破旧的土砖墙屋里， 每逢下雨，
常常是“屋外落大雨、屋里落小
雨”。 他也尽可能地想过很多办
法，养鸡养猪，但总因各种原因
失败，生活永远停留在填饱肚子
水平线上下。

“扶贫不能走过场， 必须一
户一策，对症下药。”谨记常德市
委书记王群嘱托，工作组在详细
采集全村678户村民的收入、住
房、生产现状及发展意愿等方方
面面的信息后，给每户居民建立
了有表格和有图片的民情电子
档案， 特别对470户贫困户分别
制定了一套具体的帮扶措施，从
而有的放矢、精准扶贫。

工作组帮覃业武拿到了安
居补助、建好新房，还帮助他拆
除老房、改建成蔬菜园、搭好猪
棚和羊棚。“仅养猪一项， 覃业
武一年就可以多上2万多元收
入。”村支书张志华说。

“一户带一户又分三个层
次，首先是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带
动周边贫困户，其次是乡、村干
部从政策和信息上给每户引导，
然后是后盾单位逐户给予直接
的销售支持。”蒋向明表示。

平整新工厂
种下新希望

基础条件改善了， 止血之
后如何造血？ 如果有一天工作
组走了，麻纳峪村还能继续“奔
跑”么？

蒋向明的团队想得很细。
为增强麻纳峪村的扶贫意识和
致富动力，他们配合乡党委，增
选2名80后返乡青年进入村级
班子，并培养了5名35岁以下的
年轻党员以增强队伍活力。

此外，他们还成立了竹木、
茶叶、畜牧等三个合作社，加强
人才培训，提高劳务收入。

为保证村级长远发展，工作
组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入户，投资
300万元在集镇新建门店， 为村
集体每年增加一笔固定收入。

张志华感慨：“工作组考虑
得比我们都细致， 真的是把我
们的事当成了自家的事。”

【聚集者】
造血，成立三个合作社

【引导者】
有的放矢，建档支持

记者
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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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单位

输血变造血，封闭村成希望村
石门麻纳峪村扶贫观察：以奖代扶，因地制宜抓产业

石门县所街乡麻纳峪村

对口地点

扶贫点
简介

⑦

从衣食住行、就学就业
就医、 发展与党建等方面，
逐一安排了分年度的14个
项目建设规划和措施。

1.基础设施建设：硬化
9.5公里村级主干道，建立1
个自来水厂和5个集中供水
点使供水管道进入各家各
户。改造全村电网，新建5座
拦水坝、4000米灌溉渠，使
农业生产告别“靠天收”历
史。

2.产业建设：出台刺激
畜牧业发展的激励政策，饲
养猪、牛、羊等每头给予一
定奖励；发动群众大范围种
植杉树，扶持群众发展楠竹
500亩、茶叶800亩，建起麻
纳峪村茶叶加工厂。

帮扶措施

麻纳峪村位于石门县
所街乡西南部，25.5平方公
里，地处武陵山片区，土地
瘠薄， 山林21880亩、 耕地
4218亩， 共有678户，2100
人。2012年， 人均年收入不
足2300元。

乡村介绍

【激励者】
以奖代扶，村民返乡

“先帮我放街上， 我待会
儿去运。”挂了电话，张庆莲麻
利地从货车上卸饲料，新定的
两头猪苗到了， 她得赶紧去
取。

她家的猪厂里，从几十斤
到两百多斤的存栏猪有百来
头。从2009年开始，她和丈夫
回村养猪， 直到工作组进村，
一直都是小打小闹。

“工作组调研后， 发现村
里山多地少，不适合一般经济
作物生长。”蒋向明回忆，根据
实际情况，出台了“以奖代扶”
的激励政策抓养殖：养10头以
下生猪的，每头补助100元；10
头以上，每头补助150元。

工作组还组织了师生工
作队下村，为60名养殖户业务
授课培训。现金激励加上业务
保障，张庆莲胆子大了，一口
气养了两百多头猪，光现金补
贴每年就能拿到2.8万元。在张
庆莲的带动下，不少村民纷纷
返乡发展养殖。

工作组还积极扶持鼓励
农户种植杉树、 楠竹和茶树。
在争取到林业项目资金后，发
展村民种植楠竹400亩， 并将
10000亩树林纳入国家生态林
管理以促进农民增收；麻纳峪
村后山山顶，近千亩茶园正在
筹建中。

【改善者】
修路净水，校舍一新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是制
约村子发展的重要瓶颈。”蒋向
明说，工作组刚到时，村里几乎
不通公路， 下雨天砂石路被冲
刷得零乱不堪， 坐三轮车上学
的孩子们随时可能被颠下车。

为改变水、电、路基础设施
滞后的局面，工作组制定了一
个三年扶贫开发实施方案，大
力办好交通基础、饮水安全、危
房改造、医疗卫生、义务教育、
社会保障等“六件实事”。

近年来， 工作组为村里修
建道路24公里、新建桥梁4座；
修建了1个自来水厂和5个小
型集中供水点，供水主干管道

长达50公里，不光解决了麻纳
峪村的安全饮水，还使邻近麻
纳口村2000多人受益。

“公路通到村组，80%以上
的村民家门口都通了路，这是
以前不敢想的事。”67岁的老
村干部张绍见惬意地在公路
上踱步。他说，村里满山楠竹，
以前想开发却运不出去，现在
不愁了。

扶贫必扶智。 经济贫困的
背后隐藏的是文化贫乏，除基
础建设扶持外，工作组更加注
重对教育的帮扶。每年还组织
湖南文理学院学生开展支教
活动，组织农业局、人社局专家
传授农业生产技术。

3月30日下午， 村子半山
腰，双岭小学窗明几净的教室
里，幼儿园小朋友在新桌椅上
画画，一、二年级学生安静地看
书写字。

“学校位置偏远，仅二十来
个学生，但很多硬件设施比城
里的还要好。” 快60岁的教师
张孝文骄傲地说，工作组投资
70万元新建学校，操场、电教
室、澡堂等配套设施相应升级。

常德市委书记王群(左三)正在与村民座谈，两年内，王群7次到麻纳峪村查看扶贫进展。

修路、修桥、建小学、完
善饮水工程……这些确实能
解决一些问题。 但这只是输
血，还必须通过产业造血。

我们得投入当年即可见
效的，如养殖激励政策等，工
作组进驻第一年， 村里养猪
600头左右，在给予每头100
元-150元的补贴后，次年达
到1800头，仅此一项就增加
人均年收入600多元。

也要建设那些见效较
慢但村民长期受益的产业，
如种茶叶、搞养殖、楠竹加
工等，将特色农副产品通过
产业升级、技术加工、带动
销售来转变成经济效益。
———常德市委驻麻纳峪村
扶贫工作组副组长蒋向明

扶贫者说

2009年，为照顾小孩，张庆莲和丈夫揣着积蓄，辞工，回石门所街乡麻纳峪村养猪。
“养了几头猪，小打小闹，又没别的经济来源，勉强维持生计。”3月30日，站在自家

猪场门口张庆莲苦笑道。
直到常德市委驻村帮扶工作组进村，出台现金奖励机制、业务授课、送专业知识给

村民，张庆莲心里有了底气，养了200多头猪，光现金补贴一年就拿了2.8万元。
在她的带动下，全村农户养殖积极性高涨，不少村民纷纷返乡养殖，常德市委驻麻

纳峪村扶贫工作组副组长、 常德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向明说，仅
养殖业一项，就使村民人均收入增加近600元。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李飞 杨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