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祁东县在脱贫领域形成了
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其
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探索设
立“底线办”。

脱贫攻坚路上， 缺的是人
手。祁东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周
乾坤表示，一边是乡镇 (街道、
管理处)人手不足，一边是部分
基层差额拨款事业站所因为机
构撤并改革、社会职能转变、经
济效益不足等历史原因造成人
员分流、人心不稳的问题。

为解决机构和人员这块横
亘在扶贫路上的最大“绊脚
石”，2016年12月开始，祁东县
面向全县乡镇(街道、管理处)事
业站所人员、 县直事业单位人
员、1997至2000年计划内统招
统分毕业生三类财政差额拨款
人员招录工作人员， 充实到基
层专门从事扶贫、 环保等民生
底线工作。 2017年2月，161名
农村经验丰富、 综合素质全面
的“底线办”工作人员全部到岗。

“引进外援不如激活内存，
既解决了用人问题， 又盘活了
现有的人才资源。更重要的是，
为脱贫攻坚建立了一支生力
军。”周乾坤表示。

“底线工作办公室人员必
须专职从事脱贫攻坚工作，不
得擅自安排到其他岗位。”祁东
县委书记杜登峰多次强调，确
定了在脱贫摘帽前底线办的工
作目标。

据了解， 祁东县底线办工
作队员年龄都在40岁以下，对
于脱贫攻坚这个硬堡垒， 他们
善于谋划创新。 玉合街道底线
办扶贫人员匡水英， 在微信上
建立了“绿野村扶贫工作交流
群”，将平时走访中了解到的贫
困户需求衣服、 书籍和电子产
品等信息发送至群里， 帮助村
里贫困户募集所需物资。

●数说：

截至目前， 祁东县底线办
人员共走访贫困户12700多次，
为群众办实事7800余件， 提供
致富信息1100余条， 帮助百姓
化解各类矛盾、 排忧解难1700
余起， 组织扶贫义工队上门服
务300多次，帮助建档立卡贫困
户户平均增收857元。

脱贫攻坚祁东样本：3年10万人脱贫
探索“互联网+订单农业+合作社”脱贫增收之路 建立脱贫攻坚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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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在三湘
·7县市摘帽

一篇小学课本上的课文《葡萄沟》、
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
了》、一座唐僧路过、跨越千年依旧炽热
的火焰山……从此， 吐鲁番成了很多人
神往的梦境之地。

长沙—吐鲁番航线的开通， 梦境直
达现实。源源不断的湖南人来到这里，肆
意领略西域独有的秀丽、粗犷和厚重。

开通直航，周末游吐鲁番成现实

4月20日，星期五。下午3点多，吐鲁
番机场烈日当空， 长沙市民吴女士与记
者同机抵达，她直言，就是想来吃点新鲜
哈密瓜，再去葡萄沟看看，“玩两天，下周
一再飞回长沙。”

长沙人周末游吐鲁番， 一年前还比
较折腾。彼时，要先飞到乌鲁木齐，再高
铁折回吐鲁番， 前后得七八个小时，
2017年4月， 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 湖南援疆前方指挥部与吐鲁番
市委市政府组织协调， 开通了广州—长

沙—吐鲁番定期航线。
周年考，这条“空中走廊”成绩亮眼。

“共执飞144班次， 运送游客13051人次，
平均上座率58.9%， 极大方便了湘疆两地
民众和游客的出行。”吐鲁番市航线培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冰介绍。

打造旅游产业拳头产品

从吐鲁番市遥望火焰山，赤砂灼灼，
草木不生， 但火焰山峡谷中距市区约15
公里的葡萄沟，却别有洞天，景色秀丽。

从鄯善县城驱车5公里，一片沙洲就
会出现在眼前。这里是库木塔格沙漠，世
界上唯一的“城中沙漠”。

4月23日，记者到达时，沙洲入口处
体验越野车穿行沙漠的游客排起了长
队，玩回来的游客声声惊叹“好看、好玩、
好刺激！”

衡阳援疆干部、鄯善县委常委、副县
长刘春晖说， 为了将沙漠旅游打造成鄯
善县旅游产业的拳头产品， 援疆工作队
在产品包装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如推进
申报创建5A级景区；投入约9000余万元
建设配套服务设施等，目前，还在积极筹
划沙漠低空飞行游览项目、沙漠小镇、哈
密瓜示范园等项目。

■记者 杨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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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 衡阳市祁东县脱贫摘帽。 消息传
来，举县振奋。

这一切来之不易，一组数据，便可一目了然。
2015年， 该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5923人，占
了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 贫困发生率在10%左

右。2017年底，情况发生巨大改变，全县55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脱贫98231人，贫困发生率降到0.7%。

祁东， 地处衡邵干旱走廊核心区和衡阳盆地边缘， 农耕条件较
差，却创造了一个3年时间10万人脱贫奔小康的奇迹，将其脱贫经验
称为“祁东样本”并不为过。 ■记者 李成辉

吐鲁番瓜果熟了，打“飞的”去尝尝
开通直航，包装产品，我省旅游援疆打出“组合拳”

除了开通航线，包装产品，湖南
旅游援疆还打了一套组合拳，如推动
项目援疆，开展旅游培训，开展“湖南
人游吐鲁番”活动，在长沙设立吐鲁
番旅游宣传推广服务中心等。

去年1—12月，吐鲁番共接待游
客 1003.51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59.29%； 实现旅游收入87.53亿元，
同比增长51.46%。去年，湖南援疆前
方指挥部荣获“旅游客源援疆贡献
奖”一等奖，在全国19个援疆省市
中排名第一。

旅游援疆湖南排全国第一

交河小镇在吐鲁番交河故城东南
方向，在这里，湖南经验在安居富民、旅
游开发之间找到了最理想的交集，越来
越多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并成功脱
贫。

55岁的依萨克库尔班是第一批住进
交河小镇的村民，大半辈子“面朝黄土背
朝天” 的他当上了民宿老板，“每年可增
加6万元的收入。”村民艾尼·热克甫掌握
一手打馕的好手艺，“平均每天生产4000
多个馕，除了游客、村民来买，还往吐鲁
番、乌鲁木齐的大多数超市供货。”

安居+旅游，打造脱贫新模式

祁东干旱缺水、石
漠化严重、 山多田少，
地处祁东西南边陲、深
山里的枣园村，更为落
后， 但平均海拔达800
多米的枣园村自然资
源却极其丰富，盛产各
种纯绿色的山珍干货。

因交通不便，这里
丰富的山林环境、优质
的生态旅游资源和红
色革命旅游资源却无
人问津。 大批的竹木、
笋干和土特产运不出
山林，严重制约枣园村
的经济发展。

2015年，灵官镇扶
贫干部在枣园村结对
帮扶对象贫困户家走
访时发现有大量的红
薯滞销在家，屋外晾晒
着大量红薯干，于是产
生了一个想法，“如果
将这些红薯干放到网
上卖，把村里的传统农
产品通过网店销售出
去，肯定能帮助村民脱
贫增收。”

这个建议随即被
当地政府采纳，通过多
方争取筹资，为村里拉
通了宽带，同时号召在
外创业的青年回到家
乡做电商。一直在外打
工的李方卿响应号召，
搭建了祁东县第一家
农产品村内电商平台。

村民蒋芬田喜滋
滋地对记者说，“我们
村祖祖辈辈种红薯、挖
竹笋，但一直没人带大
家把它变成挣钱的路
子，在镇里干部和村干
部的帮助下，这个梦想
实现了。”

“今年种了1亩红
薯， 可以赚到3000元，
而且红薯还在田里就
全被村里电子商务平
台订购了。” 贫困户周
凤秀兴奋地说，“互联
网真的好方便，我们不
用出村就将土产品卖
出去了。”

“将村里的红薯通

过合作社从村民手中
统一收购，再到电子商
务服务平台统一进行
加工，简单包装后通过
网络平台销往全国各
地。” 灵官镇党委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灵官
镇党委、政府积极争取
资金，通过建强村党支
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搭建电商平台、引进电
商人才，为贫困村探索
出了一条“互联网+订
单农业+合作社” 脱贫
增收之路。

目前， 由于市场需
求大，销售量不断增加，
枣园村电商平台负责
人李方卿通过与贫困
户签订“订单农业”预
订种植红薯合同帮助
贫困户销售红薯干、菱
角、笋干等农产品，平均
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

通过复制推广枣园
村的产业扶贫+电商扶
贫的模式，目前，祁东
31个“十三五”贫困村
都已经因地制宜建立
了自己的脱贫产业，让
产业为村民脱贫致富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数说：

近年来， 为助推农
村电商发展，祁东引进
一大批知名电商，建成
了一个集物流、 仓储、
电商孵化、培训、创业、
金融、快递为一体的现
代化电子商务产业园，
农村淘宝、网上供销、邮
乐购、农民伯伯等电商
平台在电商产业园均
建立县级运营中心，累
计建成电商便民服务
站236个。

全县实现电子商务
交易额13.15亿元，其中
农产品上行8.2亿元，新
增电商企业22家， 新增
微店、 个人网店216家，
电商企业和网点总数
突破2000家， 电商从业
人员29800人。

电商扶贫：
脱贫攻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底线办”：
脱贫攻坚路上的生力军

4月25日，托克逊县绿怡康农村合作社瓜棚基地，农户们正忙着采摘香瓜准备装箱运
往湖南。郴州援疆工作队积极推动“疆货出疆”，通过引导企业参加湖南农博会、帮助企业
打开市场和销路，为企业与电商平台牵线搭桥，帮助群众脱贫致富。 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经验数说援疆

［ ］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