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走访村情民意时， 大部
分村民希望扶贫工作队多帮村
里争取资金、物资，以改善村里
的基础设施。可刘学福知道，这
样的帮扶，只能是短期的脱贫，
“产业扶贫，才能彻底改变一个
贫困山村的命运。”

经过调研和与村支两委共
同研究， 并广泛听取村民意见
后，确定了以瓜蒌种植、立体养
殖作为车田村产业发展、 村民
脱贫致富的主要项目。 车田村
黄土资源丰富，年平均气温、日
照、 降水等都能满足瓜蒌生长
的需要。此外，瓜蒌为多年生植
物，寿命长达6年，一年投资多
年得利，一般第二年即可盈利。
平均每年每亩可获稳定纯收益
3000余元。

刘学福说，这个项目是工作
队考察了多个产业项目后，结合
当地实情才最终确定，为了说服
大家，他们白天走村串户，晚上
召集村干部、村小组长及党员群
众开会，反复宣讲，“估计各种会
议至少开了50场。”

“我们得起带头作用，村干
部中有二人入了股。”村支书伍
旭光说。不过，毕竟是第一个项
目，大家还是怕有风险，观望的
多。听说村干部也入股后，很多
有余钱的村民也想入股， 但入
股人数过多， 会让贫困户利益
受损。刘学福介绍，村里77户贫
困户，每户出资一万，这对他们
而言，是笔大钱，这笔钱是从扶
贫专项资金里掏的， 以他们的
名义入股，由他们享受分红。

刘学福坦言， 贫困户基本
上以老弱病残为主， 让他们管
理这个项目力不从心。 而且要
让产业发展更长久， 必须要依
靠村里能人带动， 就算我们走
了，产业也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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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平江县三墩乡车田村

对口地点

扶贫点
简介

车田村地处三墩乡南端，与
童市镇协调村接壤， 钟虹公路贯
穿全境，距县城32公里。全村占地
约11平方公里， 人口 3317人，
2014年度人均收入2200元， 村集
体经济收入为零。经甄别，该村精
准扶贫户77户共248人。

乡村介绍

●基础设施：重建危桥1座；硬
化4公里通组公路；对村主干道路、
人口集中居民点实行亮化工程，安
装路灯200盏；危房改造等。

●产业扶持：以瓜蒌种植、立体
养殖作为该村产业发展首个项目，成
立佳源盛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帮
助建立现代化管理制度，以精准贫困
户和集体经济入股的形式，投入专项
资金，参与产业发展，享受红利。

●组织建设：把加强村级组织
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建立完善“三
会一课”、 党员公开承诺、“一会四
评”、“四议两公开”等工作制度，把
车田村打造成基层党建的示范点。

●扶智工程： 实施雨露计划，
包括村干部培训、党员培训、农技
培训，资助困难学生。

●一户一策： 全委上下齐动
员，领导干部每人包1户，每个处室
包2-3户，包干负责的办法，分期
分批深入到贫困户家里送温暖、送
资金、解难题。

帮扶措施

省国资委
帮扶单位

留下发展的基业
方能斩穷根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文志强：
扶贫，重在“精准”，贵在“一户

一策”、“一题一解”， 确保帮扶措施
和效果落实到户、到人。为帮助车田
村奔小康，我们根据村情民意，制定
了三年帮扶工作规划， 从解决群众
最关心、最急切、反映最突出的问题
入手，正抓紧推进规划实施。

按照“一年有起色、 二年见成
效、三年上台阶”的扶贫目标，全委上
下齐动员，深入村组，深入贫困户家
里展开扶贫帮困工作，实施“一题一
解”的扶贫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革命老区平江有着得天独厚
的生态、自然资源，我们要发挥省
属监管企业的优势开展好与平江
的对接工作，积极促成平江与部分
省企、央企的洽谈合作，推动革命
老区的经济建设。

扶贫者说
精准扶贫贵在“一题一解”

夜幕悄悄降临，进入车田村的公路两旁，100盏崭新的LED太阳能节能路灯犹如散落
在村野的太阳花，冲破茫茫夜色，静谧而又温暖。

在车田村的走访中，尽管鲜见青壮年，但家家几乎都收拾得干净整洁。很多村民一见到扶
贫队的“二刘”，都会主动凑上来，有打听项目的，有询问政策的，脸上全是笑意和期盼。

曾经在湘潭挂职扶贫，此次再次成为车田村扶贫点的联络员，省国资委人事处副调
研员吴建军的感悟十分深：此次扶贫，真的不像以前了。以前村民们更多的是伸手要钱要
物、缩手看戏看热闹。而一年多后的今天，胆大的村民成了股东，胆小的也一直托人打听
还有什么项目和机会。

村民的精气神变了，但吴建军和“二刘”仍高兴不起来，要脱贫，瓜蒌这一项目远远不
够，还需要更多的项目。

精气神和压力
记者
在现场

待到秋风起 请来看瓜蒌
省国资委扶贫：成立合作社，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

来到村里后，来自天津的刘
学福知道接下来的三年，面对的
将是一场硬仗！

去年4月， 告别仍在襁褓中
的孩子，刘学福和队员刘等军来
到车田村时，看到的村容让他们
感到高兴： 这么多洋气的房子，
不贫啊！

然而， 高兴劲还没消退，了
解情况后，他们才知道这只是表
象，压力骤增：全村尚有77户248
人或因缺资金、 或因缺劳力、或
因病残，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随着扶贫队进驻，车田村这
个偏远落后的大村子，就像春天
里吐绿抽芽的树枝，正在悄悄地
发生着变化。

■记者 胡信锋 盛伟山

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慰问贫困户。

“秋天你们再来，天网般
的蔓藤上垂着许多吊瓜，一
人多高的瓜架下，养鸡喂鹅，
到时我们边观赏吊瓜美景，
边吃土鸡。”站在瓜蒌种植基
地上， 伍旭光给我们描绘着
车田村的美好前景。“省国资
委给我们村的发展做了远景
规划， 我们将借助这个合作
社平台，发展绿色农业，进一
步增加村民收入。”

引进产业是为了去穷
根，而加强管理，则是产业长
久之道。作为国有资产“大管
家” 委派来扶贫的刘学福深
知这点。 佳源盛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也就应运而生，

瓜蒌种植产业就是合作社的
第一块试验田。

“工作队和村委会选择了
能人作为合作社的领头人，并
有专业种植公司提供全方位
技术支持。”伍旭光说，过去为
什么扶贫扶不好？一个原因是
农民觉得是白给钱， 没压力。
而这种众人入股的模式，让农
民觉得有风险有压力，激发出
众人划桨的合力。

老村主任苏兴兮现在是
村里最“富”的人，手里管着
近百万的资金。原来，他是合
作社会计。

不过， 要从苏兴兮这里
拿出钱， 可不容易。“2000元

以上的开支， 必须要理事会
集体审核后，理事长审批；
1万以上的开支，要社员大会
讨论通过后， 由理事长例行
审批手续。”

记者发现， 车田村这个
合作社， 组织机构和管理模
式都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
设立的，不仅有理事会、监事
会，工作职责清晰，其议事、
资产、生产、财务管理制度，
成员盈余返还制度、 学习培
训制度等一应俱全。

“之所以制定这么多，就
是为了今后我们离开了，只要
制度在，也能照章办事，产业
也能持续发展。”刘学福笑言。

现代企业制度，是我们国资委的绝活

瓜蒌种下了， 但扶贫
项目可不能仅靠它。 经多
方联系， 新五丰股份有限
公司拟在车田村建一个标
准化猪场。 经过公司的多
次考察， 适合建猪场的地

址有三处。
“这几个地方，都是村民

自己提出来的。 公司和我们
中意的是另外一个地方，但
开会有村民组提意见， 应该
放在更合适的地方。”刘学福

说，于是，他们又邀请公司再
来考察一次， 既考虑了企业
又顺应了大家意愿。 正是这
种“不越位不缺位”的原则，
让村支部和村委会各项工作
更如鱼得水。

不越位不缺位，养猪场放哪大家说了才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