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看视频

扫码看视频

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就，优势特色产业激活“一池春水”

湖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增长146%

张庆伟在省水利厅调研防旱抗旱工作时强调

尽最大努力把旱情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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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8月23日讯
23日下午， 省委副书记、省
长毛伟明赴省总工会调研
并出席2022年省政府与省
总工会联席会议。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

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
使命任务，听党话、跟党走，汇聚起建设现代化
新湖南的强大合力。

省领导周农、陈飞，省政府秘书长邓群策参加。

实施好“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

毛伟明一行首先来到省总工会困难职工帮
扶中心，详细了解城市困难职工脱困解困工作情
况。近年来，全省累计投入城市困难职工帮扶资
金8亿元， 助力11.6万名建档立卡城市困难职工
摘掉“穷帽子”。 毛伟明肯定双联工作机制和成
效，他指出，要综合运用财政帮扶、社会保障、就
业帮扶、医疗救助等措施，实施好“一户一产业工
人”培养工程，解决好困难职工急难愁盼问题。

联席会上， 省总工会围绕聘请大国工匠担
任产业技能顾问、出台湖湘工匠人才激励政策、
落实劳模待遇、 建设省职工文化服务设施等工
作提出建议。毛伟明指出，这些建议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操作性，相关单位、部门要按照此次联
席会议精神，尽快出台和落实相关政策措施，确
保有序推进、取得实效。

毛伟明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工会紧紧围
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服务发展有广度，服务改
革有深度，服务基层有力度，服务职工有温度，全省
技能人才达532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52.5万人，为
全省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为重要职责

毛伟明强调， 要充分认清当前的形势和任
务，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抢抓重大历史机遇、发
展机遇和平台机遇，勇挑重担、乘势而上，努力
奋战三季度，重回“6”以上（当季）。希望各级工
会组织始终把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作为巩固党执
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根本性工作， 充分
发挥广大职工群众在全局中的重要作用。 要坚
定信念跟党走。坚持政治性、彰显先进性、体现
群众性，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党建带工建，推
动新时代党的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创新发展。
建强产业主力军。 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
为重要职责，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
匠精神，培育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
工人大军。当好职工贴心人。企业职工崇高勇创
新、艰辛不容易、担当有纪律，要给予关怀关爱，
特别是要切实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工
作，让职工群众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练好
能力基本功。坚持强改革、强基础、强队伍。

毛伟明强调， 各级政府要健全联席会议制
度，支持工会依法开展工作，赋予工会更多资源
手段，全力支持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希望全省
工会组织团结广大职工群众爱岗敬业、 争创一
流，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敏坚 黄晗

三湘都市报 8月 23日讯
23日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庆伟赴省水利厅调研
防旱抗旱工作。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
旱救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尽最大努力把旱情影响降到最低，全力打赢防旱
抗旱这场硬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委常委、副省长张迎春参加。
自7月中旬以来， 我省大部分地区持续高温少

雨，发生了大范围、不同程度的干旱。各级各部门迅
速启动干旱防御应急响应，全省抗旱措施落实有力，
生产生活用水得到有序保障，干旱总体可控。

来到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张庆伟通过防旱抗
旱系统了解全省旱情灾情， 并分别视频连线洞庭湖
北部地区分片补水工程岳阳片区、 欧阳海灌区工程
现场，了解建设运营、补水用水等情况。

张庆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奋战在防旱抗旱
一线的党员干部群众表示感谢。他强调，要准确把
握抗旱形势，充分认识当前旱情的严峻性和抗旱工

作的艰巨性，立足抗大旱、抗长旱、抗大灾，密切监
测天气变化，加强部门会商和分析研判，及时调整
应急响应，强化专业队伍力量，提升应急预案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要集中精力抗旱救灾，统筹好城市
和乡村，科学制定用水解困方案，组织动员群众积
极参与，做好节约用水文章，优先确保群众基本生
活用水，努力保障工农业生产用水需求。要全力以
赴救灾补损，对恢复农业生产加强科技指导，做好
抗旱救灾金融服务。要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强化水
利设施维修养护，增强水资源调控能力。要着力保
障民生维护稳定，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好城
市、森林防火工作，强化交通运输、工程建设等行业
领域安全监管，落实防暑降温政策措施，坚决防止出
现高温诱发的生产安全事故和人员伤亡事件。要加
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执行领导带班
和值班值守制度，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发挥牵头
抓总作用，有关部门要主动担当作为，狠抓工作落
实。要严格督促检查，对抗旱行动迟缓、措施不力，
因失职失责导致旱情失控的， 要从严依纪依规查
处，严肃追责问责。要做好舆论宣传，营造防旱抗旱
良好氛围。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晶琎

怀化的“打擂台”，张家界的“美丽屋场”，邵东
的“乡贤回归”，汨罗的“双引双带”，衡阳的“首厕
过关制” ……近年， 湖南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
点放在农村，持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据统计，湖
南共编制“多规合一”村庄规划7948个；在县级建
立一批项目储备， 其中2022年项目11.45万个、涉
及金额752亿元； 建成省市县三级7500个美丽乡

村示范样板。下一步，湖南将按照城郊融合、农业
发展、生态保护、特色保护、聚集提升“五类”，编
制“多规合一”村庄规划。到2023年底，湖南全面
完成村庄分类规划。同时，我省将加强村内道路、
供水保障、清洁能源、寄递物流、数字乡村、综合
服务、 文化体育等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形
成共建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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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省委宣传部召开“乡村振兴”专场新闻发布会。过去10年，
全省682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1个贫困县全部摘帽，6920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356万人发展特色产业稳定增收，220多万人主动外出务工
脱贫，69.4万“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贫困群众过上了新生活。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胡锐

特色产业激活乡村“一池春水”

乡村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湖南在推动
乡村产业发展上有哪些举措和成绩？

记者从当天的新闻发布会获悉， 近年湖南聚焦
优势特色千亿产业，突出发展壮大农产品加工业，强
化拓展乡村休闲旅游业，深入推进农村创新创业。截
至2021年底， 全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
达到1.33万亿元；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1.99万亿
元、居全国第7位，是全省三大万亿产业之一。

优势特色产业激活乡村“一池春水”。 资金、技

术、人才等要素加快向农村流动和聚集，为乡村发展
增添了新动能。近年来，湖南省培育规模以上农产品
加工企业5200家、市级龙头企业3308家、省级龙头
企业899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80家。

优势特色产业成为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动力源”。
全省有356万人发展特色产业稳定增收，鼓了荷包、富了
脑袋。 湖南省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由2014年的1987元，
增加到2021年的13553元。2021年湖南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18295元，较2012年增长146%。

防脱贫人口返贫，湖南这么做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前
提，而防止返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中之重。在
此方面，湖南是如何做的？

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湖南建立了防止返贫的发
现预警和帮扶机制。具体来说，我省搭建了一个防止
返贫的信息平台，把教育、民政、人社、住建、水利、卫
健、医保、应急等12个行业部门20多类数据归集在一
起，通过按月开展数据比对，主动对疑似有返贫致贫
风险的农户进行预警， 并自动推送到县乡村三级，确

保将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对象都能够及时纳入帮扶。
在脱贫攻坚5年过渡期中，湖南主要帮扶政策保

持稳定并不断完善，要求“扶上马、送一程”。针对国
家层面出台的33项衔接政策， 湖南及时分类调整优
化脱贫攻坚期间的帮扶政策， 组织出台有效衔接实
施意见、专项规划和配套文件100多个。同时，根据有
返贫致贫风险对象的风险类型和发展需求， 有针对
性地采取产业帮扶、就业帮扶、金融帮扶、健康帮扶、
教育帮扶等多种帮扶措施。

2023年底，湖南完成村庄分类规划

毛伟明在2022年省政府
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上强调

坚定跟党走
当好贴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