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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如屏,碧水流玉。在绿树的夹道欢迎中，记者踏进了昭
山镇玉屏村。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生态公园，放眼望去满目青翠。
远远近近，高高低低，一畦畦苗木绿蓬蓬，一个个庭院绿荫荫，一
片片草地绿茸茸……在这满世界的绿色中，可以看见有人在莳花
弄草。

玉屏村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山地资源。近年
来，该村积极引导村民发展花卉苗木产业。包括一批建档立卡贫
困户在内，全村80%以上的农户有花卉苗木基地，少则两三亩，多
则几十亩。他们有的自产自销，有的加入了合作社，全村花卉苗
木种植面积共计1500余亩，花卉苗木成了当地脱贫致富的主要
产业。村内成立了多个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其中玉屏苗木专
业合作社不仅产销花卉苗木，还对外承揽园林建设和提质改造，
以及道路绿化美化等业务，每年收入上千万元，需要支付的劳务
工资约200万元。有40多名贫困家庭劳动力参与这些生产活
动，每年人均劳务收入2万元左右。王师傅就是合作社的成员。
他说：“有了合作社的带动，我们不愁没事做，不怕没有稳定的收
入来源，现在日子是越过越踏实！”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没有产业发展带动,很难
脱贫；缺乏产业支撑的脱贫,也难以持续。昭山示范区因地制宜，

因户施策，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对有条件
发展产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帮助筛选发展项目，想方设法提高
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一方面，采取以奖代投的方式，鼓励他们利
用自有田地等生产条件自主创业，发展蔬菜种植、花卉苗木种植，
养鱼、鸡、鸭等小养殖业，激发他们的内在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充
分发挥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辐射带动作用，
以合作、联营、入股等多种方式，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帮助他们增收。目前，该区有20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加
入了养蜂、花卉苗木等合作社。

同时，该区支持和鼓励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优先流转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承包地，优先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增加他们的经营性
和工资性收入。昭山镇高峰村村民邹维创办的小龙虾养殖场，优
先流转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土地，并为2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
了就业岗位；碧螺春茶园流转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土地后，每到采
茶季节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供了大量的采茶岗位。

昭山示范区还认真落实产业指导员制度，以玉屏村为试点
村，根据贫困户产业发展实际和生产发展需求，每20户左右贫困
户安排一名产业指导员，落实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加强产销对
接，进一步扩大产业扶贫的覆盖面，提高可持续性。

响鼓重锤尽锐出击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左媛媛 胡宁

昭山示范区：

昭山示范区位于长株潭城市群腹地，现辖1个镇即昭
山镇，有4个社区和11个行政村。全区虽然没有贫困村，
但相对贫困的群众并不少。通过动态调整，全区现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342户760人，要让他们全部脱贫，任务并
不轻松。区党工委书记黄劲松说：“没有贫困人口的全面
脱贫，就没有昭山的全面小康。在脱贫攻坚路上，一个也
不能掉队，要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精准脱贫必须尽锐出战，务求全胜。昭山示范区将
驻村帮扶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精选人员，充实力
量，派出21名干部分别入驻11个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100人以下的6个村各派1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
100人以上的5个村各派3人。驻村期间，他们原岗位职
务、行政关系、工资关系、福利待遇均保持不变，但不再承
担原岗位工作，而是专职驻村帮扶，吃在村里，住在村里，
干在村里。区里加强组织领导，严格管理考核，落实经费
保障。

中等身材，皮肤黝黑，浑身透着一股干练劲儿……这
是昭山镇楠木村驻村帮扶队队长龚德胜给我们的第一印
象。“见笑了！这段时间村里事情多，天天在外面跑，晒黑
了不少，以前可不是这样！”见我们上下打量，龚德胜不好
意思地挠了挠头。龚德胜还有个身份——昭山镇安监站
副站长。去年，他被派到楠木村驻村帮扶，拿起铺盖卷就
来了。今年6月1日，区综合管理部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
勇也被派到该村，与龚德胜和昭山镇巡逻队员蒋昆组成
帮扶队，他们每个月住在村里不少于20天。

楠木村是昭山示范区的行政村之一，由原来的三个
村合并而成，人口较多，有建档立卡贫困户85户200人。
白天，龚德胜这支帮扶队入户走访，宣讲扶贫政策，为群
众排忧解难。其实，他们家里离村上并不太远，但晚上全
都睡在村上。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驻村帮
扶快两个月了，说起驻村的感受，周勇颇有感触：“虽然比
较辛苦，但我收获了很多，特别是学到了不少农村工作经
验。做的虽然都是小事，对于贫困户来说却是大事，我心
里很高兴！”

吴建泉是高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今年78岁，4个女
儿都已外嫁。今年6月的一天，驻高峰村帮扶队员陈湘到
吴建泉家走访。见他一个人在打地坪，陈湘没多想，甩开
膀子便帮忙和灰、拌料、铺设，半天铺好了15余平方米的
水泥坪。“驻村帮扶脱贫攻坚，就得办实事，先要从小事做
起。”陈湘说，“脏点累点不算什么，看见群众的笑容，你会
很有成就感的！”

日前，昭山示范区昭山镇白鹤村王铁奇家来了一群热
心人，区党工委书记黄劲松带队，区综合管理部党支部和
城乡建设管理部党支部的党员们，从“大扫除”入手，帮助
王铁奇打扫卫生，清理杂屋垃圾；区“两新”组织党委组织
长株潭大市场家电百货党支部开展扶贫募捐，用爱心善款
购买家具、家电和生活用品，送到王铁奇家中。经过大家
精心“打扮”，王铁奇家屋里屋外整洁一新。大伙还叮嘱王
铁奇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这是该区“户帮户亲帮
亲，互助脱贫奔小康”的一次关爱行动。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5月，昭山示范区全面
启动“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在全区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选取49户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主要是4类
群体：因病因残致贫人口，就学负担重致贫人口，孤寡老
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生活居住条件差的贫困户。区文
明办、区“两新”组织党委、区扶贫办、区妇联制定活动方
案，细化相关部门（单位）工作职责，分门别类整理出每户
贫困户的需求，倡议社会各界采取捐款捐物、产业就业、志
愿服务等方式帮扶这些贫困户，得到了广泛响应。

谭立军是从昭山镇七星村走出去的一名创业者，现在
开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虽然不常住村里，但他的心和乡
亲们连在一起。“有时回乡，看到有的乡亲还过得很艰难，
我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在区里的感召下，今年6月，谭
立军等几名乡贤联合成立七星扶贫基金，以帮助贫困乡亲
发展生产，尽量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干群一家亲，党群心连心。在“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

贫奔小康”活动中，昭山示范区整合资源，形成了“1+1+
X”的帮扶模式，即一个党委加一个党支部再加若干个后
盾单位帮扶一户贫困户。区直机关党委组织各支部深入
贫困户家中，为他们搞好清洁卫生，扮靓庭院；区“两新”组
织党委带领长株潭大市场金昭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支部的
党员们看望楠木村的贫困户，并进行清扫等志愿服务活
动；长株潭大市场家电百货党支部也积极响应号召，组织
商家给贫困户捐赠家具、家电和日常生活用品。

户帮户亲帮亲，妇联姐妹手拉手。今年，昭山示范区
各级妇联组织广泛开展“美家美妇·村庄清洁巾帼行动”

“我为贫困家庭添一物”“姐妹守望，邻里相助”等主题活
动，为贫困家庭的孤寡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三类群
体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咨询、环境卫生等方面的
服务。

今年，昭山示范区还开展了“千企联万户”行动，发动
一批民营企业、商会协会，主要采取爱心定点采购、领办产
业项目、定向培训就业、开展公益捐献等方式，重点帮扶一
批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帮助他们增加收入，解决实际困
难，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效，确保全区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不
返贫。

一场大病轻易就能击垮一个家庭，面对高昂的医疗
费，即使正常家庭也难以承受，何况贫困户?不幸的是，昭
山镇楠木村今年57岁的村民易凯明就患上了直肠癌，需
多次化疗，一次要六七千元，他原本打算放弃医治。幸
运的是，易凯明赶上了健康扶贫好政策，他被列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在定点医院住院的费用可报销九成。至今
化疗了11次，他个人负担的费用并不太重。另外，易凯
明在 2015 年就纳入了社保，但没到 60岁暂时不能享
受。鉴于易凯明的病情，前不久帮扶队员与市社保部门
多番衔接，为他办好了提前申领手续。从今年8月起，他
每个月就能领到900多元的社保金了，“不是政策好，我
哪能活到现在？”

健康扶贫施良策，不让病根变穷根！让贫困人口享有
基本医疗保障，是检验脱贫成效的一条基本标准。昭山以

“五个有”（参保有补助、看病有报销、住院有优待、大病有
救助、健康有人管）为目标，加大健康扶贫力度，严格执行
上级政策，认真落实健康扶贫工程“三个一批”要求（即大
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
一批），实施贫困人口全过程健康管理。

除了个别人员因长期在外地未能开展签约服务，昭
山示范区所有农村贫困人员都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
围，每个家庭都签约了一名卫生院医生和一名乡村医
生，区里和镇村干部、帮扶联系人、乡村医生通过发放资
料、主动上门等多种方式，向扶贫对象宣传健康扶贫政
策。每个月召开乡村医生会议，解决存在的问题，要求
乡村医生每个季度对贫困户开展一次服务，将签约服务
工作做实做细。

做好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是健康扶贫的重

点。昭山示范区签约的贫困慢性病患者每年都可享受免
费的健康体检，签约医生对他们定期随访、评估病情、检查
基础性健康指标，提供健康指导；需要住院治疗的，负责联
系定点医院住院治疗。同时，该区加强了与定点医院市第
三人民医院、市第五人民医院、江麓医院、昭山镇卫生院的
协调，要求医院严格落实相关政策，切实为贫困户减轻住
院负担。如今，昭山示范区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都享受
了健康扶贫政策，在定点医院住院先诊疗后付费，“一站
式”结算，出院时个人只需支付总医疗费的10%。

昭山示范区还动员志愿服务组织和社会爱心人士、慈
善医疗救助机构、民办医院、医卫人员、妇联组织等开展健康
服务，经常组织义诊、疾病预防宣传、心理疏导和药物药品、
康复器具捐赠等活动，减轻贫困人口医疗负担；发动保险公
司为部分贫困妇女捐赠健康保险。

昭山示范区昭山镇红旗村55岁的袁孟兰一生遭遇了多种不幸。3岁那年一次严重摔伤致使她双腿骨折，因为无钱医治，多年才愈。长大后她虽然勉强可以走路，但落得身材矮小，永远停在一米三的个头。

一次下地干活时，她的丈夫突然中风晕倒，从此行动不便再也干不得重活。苦水泡黄连，夫妻俩就这样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这几年，袁孟兰一家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区里安排专人对她家结对帮扶，她和丈夫均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她解决了农村低保，每个月都能领到残疾人补助，每年村里还有生活补助，还能享受大病

住院“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的政策，在指定医院报销比例高达90%。区里还发放产业扶贫资金，支持她养猪、养鸡，搞起了家庭养殖……

从命途多舛之人到幸福快乐之人，袁孟兰一家的生活变化是昭山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区多措并举，响鼓重锤，尽锐出战，向贫困发起总攻，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甩掉了穷帽子，越

来越多的昭山群众阔步走在奔小康的路上。

暖暖的阳光照进邹湘华的新房，也照进了他的心里。虽然
不是高堂华屋，面积也不大，却窗明地净、结构合理，堂屋、卧
室、厨房一应俱全。“真没想到，我们还能住上这样好的房子!”
邹湘华脸上笑开了花。他打算添置几件像样的家具，过些日子
就搬出破旧不堪的老屋，和父母一起住进新房。

邹湘华是昭山镇七星村福子组村民，由于患有精神疾病，
加上身体残疾，至今没有成家，与70多岁的父母蜗居在狭窄的
土砖房里。由于年久失修，房子局部开裂，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邹湘华曾被列入灾后重建对象，可申请房屋重建资金，但
他无力重建。今年，区城乡建设管理部和镇村干部先后多次上
门，宣讲政策，要他进行危房改造。在区里的帮助下，邹湘华终
于完成了危房改造，建起了新房，资金已由区财政拨付到位。

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群众脱贫的必备条件。根据脱贫
攻坚要求，结合国家、省、市住建行业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
昭山示范区将做好农村危房改造作为脱贫工作的重点。他们
坚持“实事求是，应改尽改”的原则，精准核实存量危房，完善评
议公示制度，加强质量安全监管，规范信息档案管理，严格资金
拨付，注重改造效果提升。该区集中支持4类重点对象（建档
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
庭）进行农村危房改造，力争４类重点对象存量危房清零，还积
极开展非４类对象存量危房实施改造。区财政根据房屋改造
方式（拆屋重建每户2.8万元、房屋加固每户0.7万元）将补助资
金列入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资金账户，用于4类重点对象贫困户
农村危房改造。

去年，该区对11个村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将16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列入2018年危房改造计划，其中拆除重建8户，修缮
8户。今年5月，该区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也已启动。昭
山示范区还多途径解决安居问题，鼓励通过加固改造闲置公
房、置换或长期租赁村内闲置农房等方式，为自筹资金和投工
投劳能力极弱的深度贫困户兜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

楠木村低保户袁自强原本以为自己要在弟弟家里终老一
生。他身体弱，又缺乏一技之长，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虽然一
直有心建房，却无力筹钱，多年来只好栖居在弟弟家里。得益
于区里的帮扶，如今袁自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家——一层崭新
的平房。宽敞的客厅，明亮的窗户，通透的采光……袁自强越
住越舒心。

从摇摇欲坠的危房到坚固结实的平房，从寄人篱下到住上
新居，和邹湘华、袁自强一样，昭山一批贫困户住房有了保障，
可以安安稳稳地睡觉了！

“要尊重雇主的卫生及生活习惯，尽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工作应井然有序，物品摆放定位要清楚，避免临时乱抓”……今
年5月，昭山示范区组织人社部、昭山镇联合开展了为期8天的家
政服务员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师为大家讲解了家政服务必备的
知识和技能，涉及家政服务员职业道德、家庭礼仪、家务操持、病
人看护、孕产妇和新生儿护理等等。“老师讲的东西很实用，多学
一点对找工作很有帮助。”培训班学员王大姐说。

“扶贫先扶志，扶志必扶智。我们要教育引导贫困户克服等
靠要思想，走出‘扶贫等于救济慈善’的误区，决不能坐在门口晒
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要主动提升生产技能，掌握脱贫致富本
领，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变‘要我富’为‘我要富’。”昭山示范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肖定安说。

脱贫攻坚，就业为先。为推进就业扶贫，昭山示范区为有劳
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贫困户免费提供技能培训；强化扶贫劳务协
作，落实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交通补助政策；通过返乡创业带动、
有组织劳务输出和举办招聘会，多渠道提供就业岗位，做好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今年上半年，该区先后举办3场
精准扶贫和“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共计91家企业参会，提供岗
位7000余个，吸引求职者1800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员60
余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有447人。通过多方努力，截至6月，全
区实现新增城镇就业257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09人，就业困难
人员再就业61人。其中，有不少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了“饭
碗”，他们吃穿不用愁了。

教育扶贫方面，对家庭相对困难的贫困学生，区里多方牵线，
拓展渠道，开展各类助学活动，让他们不因贫困而辍学。通过一
单式教育精准扶贫系统，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核实比对，今年
上半年扶助贫困学生112人；通过全国义务教育资助系统，给155
位贫困寄宿生 发放生活补助；贫困学生学前教育入园补助，今春
资助98人。

饮水安全方面，昭山示范区对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安全

进行摸底，对饮用水不达标的贫困户制定了解决措施，确保2019
年11月底前全面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饮水问题，确保水质、供水
量、供水率全面达标，最远取水距离和时间符合要求。

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力，而且无法通过产业就业帮扶而脱贫
的人员，属于需要特别扶助的一个群体。对他们实施社会保障兜
底，是脱贫工作的最后一道防线。近年来，昭山示范区民政、扶贫
等部门联合发力，稳步推进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两线”融合，使
这个特困群体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区兜底
发放低保金262户403人，发放金额近100万元；特困供养对象
（五保户）18户18人，发放金额近7万元，做到了应保尽保。

驻村帮扶

“看见群众的笑容，会很有成就感”

1 互助脱贫 “我很想为贫困乡亲做点什么”2

健康扶贫 “不是政策好，我哪能活到现在？”3

危房改造

“真没想到能住上这样好的房子”

4

扶志扶智

“多学点东西对找工作很有帮助”

5

产业帮扶 “有人带动，就不怕没有稳定收入”6

美丽乡村七星村。（龙潭 摄）

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到贫困户家中走访。（马贵 摄）

驻村帮扶工作队利用夜晚农闲时间向村民宣讲扶
贫政策。 （彭杨 摄）

扎实开展扶贫业务培训。（郭露 提供）

开展“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帮助贫
困户打扫卫生。 （张子星 摄）

长株潭大市场家电百货党支部开展扶贫募捐，用
爱心善款购买家具、家电和生活用品，送到贫困户家
中。 （张子星 摄）

全面部署全区脱贫攻坚工作。（龙潭 摄）

建档立卡贫困户邹湘华住进新房子。（马贵 摄）

召开脱贫攻坚动态调整评议小组会议。(冯虎 提供)

举办专场招聘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马贵 摄）

开展技能培训推进就业扶贫。 （覃默默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