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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赞助

怀化市洪江区横岩乡菖蒲村坐落在武陵片区的云顶山深处， 漫山遍野的楠竹林遮天
蔽日。经过10公里的单车道盘山公路，40来个急弯，15个60度的陡坡，菖蒲村11个村组，
就散落在这云雾缭绕的竹林深处。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驻菖蒲村扶贫工作队按照中央和省扶贫工作安排， 和村支两委
班子一道紧扣“精准”、紧盯洪江区率先脱贫摘帽目标，短短一年多时间里，26个产业扶贫
项目有力推进，村民思富思变的信心倍增，开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模式，让这个曾经
与世隔绝的穷山村发生了巨变。 ■记者 胡信锋 盛伟山

扶贫点
简介

帮扶单位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菖蒲村是洪江区最偏远、
海拔最高的行政村，建档立卡
贫困对象为56户200人（调整
时间为今年4月份）。村经济基
础十分薄弱，村民家庭收入主
要依靠农田耕作、竹木销售和
外出打工，收入来源窄，经济
效益低。

介绍

怀化市洪江区横岩乡菖蒲村

对口地点

●打造“智慧菖蒲”工程。
包括有线数字电视和宽带光
纤网络接入、 远程教育中心
建设、 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
等项目工程， 结束了菖蒲村
40年没有有线数字电视的历
史。

●集中建房安居工程。
投入800余万元启动扶贫搬
迁集中建房项目，36户贫困
村民今年11月底可拿到新房
钥匙。

●夯实基础条件。 启动
安全饮水工程、水利工程、林
道建设工程、 主干道错车道
工程、村部“两中心”工程、

“三改一硬化”工程等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

●发展特色产业。 依托
高山和风景等优势资源，大
力发展以高山种养殖为特色
的第一产业， 积极争取以风
能发电为代表的第二产业，
努力引进以高山户外旅游为
特色的第三产业。

扶贫成效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努
力下， 菖蒲村脱贫致富的信
心足了， 村民干事创业的热
情不断高涨， 外出务工的少
了，回乡创业的多了。郑福宏
介绍， 目前已有10名常年在
外打工的年轻人主动放弃高
薪，回到村里发展。

湖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
心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粟志
远表示， 为实现今年脱贫摘
帽这个目标， 他们派出的这
支扶贫工作队也是蛮拼的。
用队长夏歧辉的话来说，不
是在“蹲村”，就是在“刷脸”。
把村民的事当自家的事干，
有想法也有办法， 克服重重
困难，不到两年的时间，多方
争取资金2000余万元， 修道
路、拉宽带、建安居、引企业、
扶生产、帮弱者，业绩颇丰。

粟志远认为， 精准扶贫
贵在“用心”也难在“用心”，
只要扑下身子、 放下架子与
村民同坐在一条板凳上，心
贴心、面对面的交流，以情感
人，以理服人，诚心一定能换
回村民的真心； 精准扶贫贵
在“用情”也难在“用情”，只
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
使命，把村事当家事，把村民
当亲人， 主动作为， 精心服
务， 让老百姓多做选择题少
做填空题， 百姓的困难和问
题一定能够迎刃而解， 付出
的汗水一定能换回村民幸福
的泪水； 精准扶贫贵在“主
动”也难在“主动”，只要主动
对接，精准对接，精确发力，
一定能够找到精准扶贫工作
的“金钥匙”，百姓脱贫摘帽
的目标一定能如期实现；精
准扶贫贵在“坚持” 也难在
“坚持”，只要耐得住寂寞，抗
得住干扰， 经得起考验，坚
持、坚持、再坚持，率先脱贫
摘帽的任务一定能够完成，
百姓的小康梦、 伟大的中国
梦一定能够如期实现。

“在我们村里， 只要有
人家的地方，就有WiFi！”村
委会副主任郑福宏说起菖
蒲村的变化，指着屋檐下的
无线发射终端笑着说，“有
了它之后， 不但可以省钱，
而且上网速度特别快，现在
在家就能知道天下事。”

海拔877米的菖蒲村在
扶贫队来之前是一座与世
隔绝的“信息孤岛”，村民了
解外面的世界， 除了走出
去，就是靠电视“锅盖”。

2015年4月， 省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扶贫工作队进
驻菖蒲村后，大力实施“智
慧菖蒲”项目建设，在贫困
村与外界之间建立信息高
速通道。全村居民家全部接
入有线电视和网络光纤。

在全省184个省级扶贫
点中，这是唯一一个率先实
现信息化的贫困村。

自从村里有了无线网
络，村民可尽享网络带来的
便捷。住在水库边上的村民
邓本梅前两年开了个农家
乐饭店，但常年没什么客人。
去年得知扶贫队要在全村开
通网络， 他第一个报名接通
了网线。如今，他的“菖蒲人
家农家乐” 在当地已小有名
气，“很多人来玩， 把库区美
景、农家美味分享到朋友圈，
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

郑福宏介绍，去年10月
无线网络开通后，村里很多
人买了电视， 而且新添了

100多台电脑。“年轻人、种
养专业户是购买主力。”

陈勇军是村里建档立
卡贫困户之一，在扶贫队的
帮助下， 他办起养猪场，一
年就赚了6万多元。 尝到甜
头的老陈今年又扩大了规
模，“比去年赚的不会少。”

“现在村民可以通过电
脑或手机连接网络，在网上
查询致富信息和涉农技术，
借鉴别村的致富好方法，开
阔了眼界，拓展了脱贫致富
思路。”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
心驻菖蒲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夏歧辉介绍，菖蒲村立足
生态资源优势，主动对接本
地知名企业，积极探索“公
司+基地+农户”、“大户+贫
困户”的发展模式，带动村
民发家致富。还与洪江邹菜
腊味厂共建了生态黑猪养
殖基地，这将加快菖蒲村整
村脱贫摘帽步伐，54户213
个贫困人口每年每人利润
分红1200余元，集体经济每
年利润分红6万余元。

夏歧辉表示，扶贫工作
队正积极探索“互联网+�现
代农业”的发展路子，把“智
慧菖蒲”工程不断向现代农
业延伸，通过建立农产品电
商追溯管理平台，让消费者
可以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
APP�客户端等追溯农产品
产地、生长状态等，让消费者
买得开心、吃得放心，精心打
造菖蒲绿色食品品牌。

“我先捐500元！”听说准备
对村里因病致贫的邓某家捐
助， 陈仕柏的主动让夏歧辉他
们很感动。

陈仕柏之前种树养羊，但
家庭收入一直徘徊在贫困线
下。夏歧辉带队驻村后，为陈仕
柏申请到了5万元贴息贷款，扩
大了种养殖规模。

今年， 陈仕柏还带头成立
了仕柏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在他的带动下，菖蒲村
20余户村民纷纷投入到种养殖
高山黄桃、猕猴桃、山羊中来，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达
5000元以上。

贫困户有脱贫的强烈愿
望， 但资金短缺是他们绕不开
的关卡。 为帮助他们解决产业
发展资金难题， 扶贫队与区扶
贫办、中国人民银行、区农信行
携手共建了金融扶贫服务站，
为40多家贫困户申请近200万
元贴息贷款。

产业做起来了， 贫困户口
袋富了。 在菖蒲村新店扶贫搬
迁集中建房点， 很多人购买了
新房。 今年11月底前就可以拿
到新房钥匙。

“去年压力很大，毕竟是贷
款来搞产业，今年轻松多了，贷
款还了。”陈仕柏说，今年的收
入在10万元以上，有能力帮助
别人了，“现在看到希望了，所
以愿意帮助那些比我更困难
的人。”

【帮扶样本】
WiFi进村， 农家有了“信息眼” 为贫困户申请贴息贷款，

扩大规模增加收入

把村民的事
当自家的事

扶贫工作队驻村后，工作人员经常找贫困户谈心谈发展。

竹林深处的巨变：全村WiFi全覆盖，26个产业扶贫项目有力推进

“信息孤岛”今年将脱贫摘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