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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不返贫，才是脱真贫。
渌口区淦田镇白鱼村的胡伟星，幼年

时发烧未得到及时治疗，成了聋哑人，父亲
也瘫痪在床，即使享受了健康扶贫等政策，
但总少了一些安全感。

胡伟星酷爱绘画，曾拜师一位民间画
家，多次在省、市残联组织的绘画比赛当中
获奖，还被评为“渌口区优秀民间艺人”。

2018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幕开启，绘
制村级文化墙成了一项重要考核指标。结对
帮扶干部极力推荐胡伟星，村里拿出一面试
验墙，没想到栩栩如生的雄鸡和苍劲有力的
松树，竟把正规美术学院的大学生比下去了。

有了平台，胡伟星如获新生。慢慢的周边
八斗村、太湖村等，主动找上门邀请其作画。
她的妻子年底一算账，半年的光景就赚 4.2万
元，这门手艺已足够让全家过上好日子。

“幸福都是奋斗得来的”。
唤醒贫困户精气神，我市创新“脱贫立

志、星级创建”活动，为贫困户“评星定级”，
既补“物质短板”，也补“精神短板”，不断点
亮脱贫之路。

“评星活动开展之后，公示栏里的“星星”
成了动力和目标。”渌口区龙潭镇花田村齐志
亮，曾经因为女儿患重病去世一蹶不振，看到
这种情况，驻村工作队的队员们一次次往齐
志亮家跑，安抚慰问老两口，还制订了细致的
帮扶计划，鼓励他们打起精神开始“摘星”。

为了多攒几颗星，齐志亮夫妇起早贪黑，
黑山羊和蜜蜂的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年收入
超过10万元，还掉所有的欠款不说，还在银行
里有了存款。“政策这么好，这么多扶贫干部
吃苦受累，咱更要自己使劲往前奔啊！”他认
准靠自己的双手，再难的日子都能熬出头。

“摘星”让懒汉变少了，奔富路的勤快
人变多了，越来越多贫困户找到了适合自
己的脱贫路。据统计，至 2019 年，全市已评
选了 3.06万 3星级“脱贫之星”，1.53万 4星
级“脱贫之星”，0.51 万 5 星级“脱贫之星”，
50名脱贫之星“自立自强户”。

脱真贫，还要让扶贫成果经得起考验。
炎陵县下村乡小横溪村的贫困户罗诗

奇，档案信息显示 2016年已脱贫。2017年 4
月 25 日，暗访组实地核查，发现罗诗奇仍
住在危旧土坯房里，褐色外墙布满裂痕，厨
房与主屋之间的裂缝宽达 20厘米，缝隙中
用木头填充，房屋摇摇欲坠。

暗访组对该村脱贫质量不高问题在全
市予以通报批评，要求各地结合脱贫攻坚
突出问题“大排查、大诊断、大整改”专项行
动，全面自查自纠，迅速进行整改。

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市创新考核方式，
以“主题月”补齐工作短板，以“现场会”树
立工作标杆，以“暗访督查”推动工作落实，
让“三个抓手”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对问题
整改不到位和违纪违规行为，及时作为线
索移送纪检部门，由纪检部门严格问责。

一个个“问号”的考量、一个个“是否”
的追问，让懒政怠政者“红脸”“出汗”，暗访
督查这一“老招”，成了抓落实的“利器”，倒
逼镇、村干部主动想事、谋事、干事，形成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合力。

编筐织篓，全在收口。2020 年，在决胜
脱攻坚的关键时期，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我市主动加压，答好脱贫攻坚的“加试题”。

2020年 3月 15日，株洲西直达广州南的
G9659次列车上，我市445名务工者顺利踏上
赴粤之路。这趟列车，不仅向劳动者免费提
供，还安排了医疗、扶贫、人社等部门工作人
员护送，到达后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对接。

疫情期间，我市开展就业扶贫“送岗位
信息到户、送务工人员到厂、送扶贫车间到
村、送公益岗位到人、送技能培训到乡”的

“五送行动”，同时按照分区、分类、分级的
“三分”指导，推进扶贫经营主体、扶贫项目
和扶贫车间有序复工复产。

历史的画卷，总在不断展开，站在新起
点上，又有新机遇，孕育新变化。

在炎陵陵县霞阳镇石子坝村，一梯梯
的绿整整齐齐，500 亩茶园散发阵阵清香。

“种的全是福建安溪的铁观音优良茶树，每
公斤能卖到 2000 多元。”茶园负责人龙辉
平告诉记者，脱贫以后更要向着高质量发
展，带动更多农户致富。

出生农家的龙辉平，没有忘记贫困户，
每年拿出 23%的收入给贫困户分红，土地
流转侧重贫困户，务工优先选择贫困户。村
民要建茶园，他免费提供茶苗、肥料和技术
指导，对农户的茶叶采取保护价收购。

曾经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也陆陆续续返
乡。在攸县宁家坪镇双凡村，王敏和曾甘华
放弃城市稳定工作，回乡带领村民发展生
态养殖，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当地农产品，带
领 41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征程万里，初心如磐。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回望这场荡气回肠的时代之战、使
命之战，我们有理由相信，“上下同心、尽锐
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
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将为株洲加快建成
一谷三区、加快建设现代化新株洲，增添源
源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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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第一站就

来到茶陵，追忆往昔激情岁月，而后写下脍炙
人口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牢记伟人嘱托，50 多年来，“世上无难
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精神，鼓舞着罗霄山
脉的儿女们顽强拼搏，艰苦创业。

进入新时期，消除千百年来肆虐的绝对贫
困，历史性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以习近
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立下“小康路上一
个都不能少”的铮铮誓言，脱贫攻坚成为一场
必须打赢打好的硬战。

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以“快马加
鞭未下鞍”的劲头，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壮
志，株洲迅速打响脱贫攻坚的包围战、歼灭
战、攻坚战。到 2020 年底，全市 166个贫困
村全部退出，16.34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炎
陵、茶陵成为全省第一批摘帽的国家片区贫
困县。

8年来，在这场彪炳史册的伟大战斗中，
株洲用脱贫攻坚的累累战果，告慰革命老区
的先烈英魂，在这段波澜壮阔的豪迈征程中，
攻克贫中贫、坚中坚，探索出一整套可资借鉴
复制、走在全省全国前列的经验，走出了一条
具有株洲特色的减贫之路。

久久为功绘新卷，正是幸福梦圆时。无限
风光，正铺展在株洲这片红色热土上。

早春 3 月，炎陵县下村乡坳头村，漫山遍野的桃树吐出芬
芳，白的、粉的簇拥枝头。

置身桃园，贫困户赵瑞山抑制不住喜悦：“春天桃花朵朵，秋
天果实累累，一年能增收两三万元呢！”他拍下小视频，分享到朋
友圈，收获一波波点赞。

8年前，赵瑞山可没有这般意气风发。因患残疾干不了重体
力活，上有老母下有读书的女儿，全家笼罩在贫困阴霾下，居住
的土坯房更是摇摇欲坠，墙壁裂纹甚至可以放进手掌。

当时，坳头村还是省级贫困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 3000
元，800多个户籍人口中，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68户 230人。

“能干的、能走的，早外出讨生活去了，留下的都是走不动、
也干不动的。”村党支部书记邝烈云回忆，村里平均海拔在 1100
米以上，属于高寒山区，土地不适宜水稻种植，村内无企业无集
体经济无资源，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坳头村并非株洲孤例。作为长株潭地区唯一三类县市区齐
全的市，株洲有炎陵、茶陵两个罗霄山片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攸县、醴陵市、渌口区三个扶贫开发面上县，2014 年有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 18.01万，贫困村 166个。

如果数字略显单薄，那数字背后的现状更能说明问题。“靠
在墙根晒太阳，伸着手来要救济”，这样的“等靠要”思想之疾有；

“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这样的发展不
均衡之痛有；“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样的基本
生活保障之难有。

贫困程度有多深，脱贫的任务就有多重。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划定的底线任务。

一诺千钧，闻令而行。
市委、市政府果敢决策，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第一民

生工程，带领全市上下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精准扶贫的探索与
实践。

“脱贫攻坚，是重大政治任务、头等民生工程，必须以坐不住
的责任感、等不起的危机感、慢不得的紧迫感全力推进，确保及
时完成任务。”面对脱贫攻坚的巨大压力，市委、市政府主要决策
者发出攻坚强音。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毛腾飞，市委副书记、市长阳
卫国，先后多次走进乡村农家、田间地头，访困问需、访贫问计；
分管扶贫工作的副市长顾峰，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市“7+6”行
业部门的领导等，先后多次开展专题调研，定策扶贫。

面对非常之任务，我市迅速建立起“四个体系”，实施靶向治
疗，立即向贫困发起总攻。

建立责任落实体系。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扶贫，逐级递交
责任状，层层传导压力，级级压实责任。

建立政策支撑体系。在全省率先构建“1+7+6”精准扶贫政
策支撑体系，同时出台相关文件，健全考核机制，压实党委政府、
行业部门和驻村帮扶队的工作责任。

建立财政投入体系。建立财政专项资金投入、整合涉农资金
投入、整合行业扶贫资金投入、帮扶单位筹集资金投入、金融扶
贫信贷投入、社会公开募捐等多途径的扶贫投入机制。

建立队伍保障体系。抽调专门人员充实市扶贫办尤其是督
查巡查工作力量，在 76个乡镇成立扶贫工作站，配备扶贫专干。

处处都是主战场，人人都是主力军。一曲“结对帮扶全覆盖、
整体脱贫大包干、村村都有工作队、户户都有干部帮”的精准扶
贫“大合唱”昂然凑响。

战鼓声声，旌旗猎猎。扶贫办、扶贫队、扶贫工作站，指挥部、
村组一线、后勤支援等，俨然一个有序、有效的作战体系。

坳头村来了扶贫工作队。市派驻坳头村扶贫工作队长王健
康，带领队员们白天上门摸底子、晚上谈话洗脑子、辛辛苦苦找
路子，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发动村民成立合作
社，带动当地农户开垦荒山荒地、改造流转低产田，种植黄桃树。

荒山不再静悄悄。如今，村里成立专业种植合作社 5 个，黄
桃种植面积达到 1200 亩，2017 年村集体收入达到 14 万多元，建
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 1.36 万元，贫困户人均收入逐年稳定
增加，实现稳定脱贫。

誓言如铁，承诺如金。
8年背水一战，全市 16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16.34万贫困人

口全部“动态清零”，炎陵、茶陵成为全省第一批摘帽的国家片区
贫困县。

2017 年，全市提前三年整体脱贫、同步小康后，通过推进
“五个全面”举措巩固脱贫成果，炎陵、茶陵于去年 8月高质量通
过国家普查验收，普查的重点监测指标都排在全省第一方阵的
前列。

心连心、同风雨、共奋进，株洲这份脱贫之志，在实战中得到
最好的淬炼。

茶陵县高陇镇石冲村的脐橙，去
年参加江西省第二届“生态鄱阳湖绿
色农产品”博览会，又捧回一个金奖。

石冲脐橙卖得俏，与个头大、水分
足、甜度高的特点不可分，更离不开产
业化发展模式。

以往，村里主要采取散户种植模
式，相互压价，邻省批发商曾经以每斤
1.8 元的价格上门收购，再贴上自己品
牌标签以每斤 20 至 24 元卖出，种植户
丰产却不丰收。

2015 年，工作队进村后，将各自为
战的种植散户聚起来，采取“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实行农资供应、技
术培训、管理技术、市场开拓、果品销
售等五个统一，推进脐橙标准化种植
和精细化管理，让大家抱团发展。

以此为契机，村里还引进脐橙精
选分级生产线，实现脐橙种植户、贫困
户、合作社三赢。目前，村里脐橙种植
面积达到 3000 亩，带动户均增收 5000
元，47 户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成为老
百姓脱贫的黄金果。

贫困有多复杂，帮扶就有多精准。
在识别贫困的基础上，如何做到因村
因户因人施策，做到从“大水漫灌”到

“精准滴灌”，需要改变的理念、是方
法、是路径。

面对产业这个脱贫的“牛鼻子”，我
市专门出台产业扶贫指导意见，明确要
求，产业扶贫必须坚持“四跟四走”，实
行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开展“百企帮
百村、百村建百社、百员联百村、百社扶
万户”的“四百行动”，实现“县有统筹安
排、乡有特色园区、村有专业合作社、户
有致富门路”的“四有目标”。

火车跑得快，还靠车头带。全市两个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4个省级
龙头企业，155个市级龙头企业，均投入
到脱贫攻坚战之中。茶陵县龙华龙牧公
司大力发展生猪产业，直接安排就业 400
多人，带动全县 2万多户贫困户增收。炎
陵福来喜鹅业通过“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市场”，带动散养农户在炎陵
县形成 150万羽的养殖规模，探索出了
炎陵白鹅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

“百企帮百村”“一村一品”“一村
一业”，昔日贫瘠的土地上，开来产业
大船。全市 5800 多家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带动 4.78 万户 16.05 万贫困人口参
与产业扶贫，产业扶贫对贫困户的覆
盖率达到了 98%。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易地扶
贫搬迁是出路。

炎陵县九龙经开区，青山绿水间，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引人注目，
整齐的房舍、透亮的窗户、鲜红的对
联，处处呈现一派盎然春意。

“洋气！满意！”46 岁的贫困户钟端
武，在新房前喜气洋洋。

“十三五”期间，我市实施易地扶

贫搬迁 4202户 13434人。
不仅要搬得出，还要稳得住、逐步

能致富。一方面，我市将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尽量选择在工业园区和旅游开
发区，为贫困户就业创业提供条件，另
一方面出台产业扶贫政策，积极整合各
项资金，支持搬迁户的后续生产发展。

生态环境脆弱的偏远山区，绿水
金山也是金山银山。

渌口区龙门镇贫困户蓝怡德，培
育楠竹林和油茶林均在 20 亩左右，经
林业部门考核验收，林地被纳入低改
项目，享受补助，林业部门还鼓励他发
展林下养殖，出资帮其购买鸡苗和围
挡，搭上林下经济快车。

据统计，我市将森林生态公益林补
偿、营造林产业基金等向贫困户倾斜，
启动各种涉林工程补助项目，共有 5998
户 19158人享受生态补偿政策。同时，对
生活在生态脆弱地区、搬不走的、有劳
动能力的且已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员，就
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到 2020
年共安排 866个公益岗位。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曾是
农民因病致贫的写照。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面小康。

炎陵县霞阳镇大源村的邬春发，因
患双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丧失劳动力，
只能扶拐杖行走，家庭十分困难。2016年
2月，他住院接受双侧髋关节人工髋关节
置换术，累计住院费用 61398元。这一高
额费，因为有基本医疗补偿、民政救助、
大病保险、特殊医疗救助，他自己只付了
3800元，仅占总费用的 6.2%。

健康扶贫，分类救治。对可一次性
治愈人员，我市采取集中救治政策，以
县（市）为单位，采取分片包干和分级诊
疗的方式，做到县（市）具备条件的救治
一批，需市派专家的，由市卫计委牵头
组织专家救治一批，县（市）医疗机构软
硬件不具备条件的，由市卫计委安排有
条件的市级医院救治一批。目前，可一
次性治愈的 2132人全部治愈。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教育扶贫扶
在点子上。

在株洲县渌口镇付丹妮家，窗明
几净，小姑娘正在洒满阳光的房屋前
写作业。“现在女儿绝大部分读书费用
得到减免，学校还为她提供了生活补
助。党的政策真好！”孩子的母亲说。

我市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
全覆盖的学生资助体系，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幼儿、学生全部纳入资助
范围。同时改善办学条件、夯实义务教
育、完善资助体系、强化师资保障，我
市打出教育扶贫“组合拳”，上演株洲
版“一个也不能少”。

“七个一批”“六大工程”，多种扶
贫方式汇成组合拳，攻克了一个个贫
困堡垒克，开启了一批批贫困群众的
新生活。

近两年，醴陵市板杉镇板杉村 39 岁的
贫困户陈显日，总算换了个活法。

他把自己比作“补锅匠”。父母的病反
反复复，打工赚的钱全用来补“窟窿”，后来
自己有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连“老婆本”
都搭进去了。

转机发生在工作队到来后。帮扶干部
找到陈显日，鼓励他发展青蛙养殖，并承诺
通过消费扶贫解决销售难题。

有了兜底，陈显日一口气把养蛙基地
扩大到 18 亩，还在蛙池中央种植水稻。到
了收货时节，一亩地产蛙量达到 2000 公
斤，按市场价结算一年能增收 4万多元。

每一场伟大的战役，都有无数忘我的
勇士。脱贫中间战中，全市党员干部发挥

“领头雁”的作用，带领群众涉险滩、过难
关，破解一道道发展难题。

为了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五级书记
抓扶贫”，从顶层设计到层层抓落实，全市
上下凝聚成上下一心的力量，推动脱贫攻
坚结出丰硕成果。

桃花盛开时，炎陵县平乐乡鑫山村村
民蓝才洪，又习惯性望向手机。照片中，生
前曾担任株洲市政协副主席、炎陵县委书
记的黄诗燕，走在鑫山村陡峭的山路上。

2011 年，黄诗燕到村里调研，鼓励村
民把产业做起来。种了 12棵黄桃树的蓝才
洪，担心果实长出来又销售不出去。黄诗燕
坚定地说：“穷不要怕，只要敢闯，一定能闯
出条致富的路子！你们放心，政府来给你们
做宣传。”

果然，炎陵县出台政策支持，黄诗燕亲
自为桃农站台，越来越多桃农吃下定心丸。
蓝才洪的桃树，已经增加到 700棵，一年销
售收入超过 30万元，日子早就变得殷实。

但黄诗燕却永远看不到了。2019 年 11
月，他因多日带病坚守工作岗位，骤然离
世，年仅 56 岁。在炎陵这个脱贫攻坚主战
场，黄诗燕始终心系人民，发展特色产业、
推动农民增收，带领炎陵县成为湖南省第
一批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改变了当地贫
穷落后面貌。他被被追授为“全国脱贫攻坚
模范”“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2020 年被
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据统计，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所有
在职市级领导带队、771 支驻村帮扶队、
1600 多个责任单位、2.21 万名干部奋战在
脱贫一线，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扶贫干
部的担当和情怀，他们的光和热始终温暖
着群众的心。

2018 年 8 月，结束茶陵县左江村扶贫
工作后，袁桂雄主动请缨到枧田村接着干。
一到村里，袁桂雄就被这里清亮亮的水吸
引，顿时心生在水上做文章的想法。

有过左江村杭白菊的发展经验，袁桂
雄动员农户发展稻虾经济。他请来专家驻
村，告诉乡亲们，小龙虾养殖，有专家指导，
尽管放心。又告诉乡亲们，稻虾经济保水保
土，市场前景好，预计收益高，还把专家报
告和南县的资料给大家看。乡亲们早听闻
袁桂雄在左江村的好口碑，对他本就信任，
加上这样细致的介绍，立时下定决心，纷纷
报名参加。

成立合作社，流转村民土地，外购虾
苗，悉心培养……袁桂雄下到水田里，察看
小龙虾的成长情况，和村民交流养殖心得；
在微信朋友圈推广，找媒体宣传，讲述枧田
村小龙虾的卓越品质。项目 2018 年启动，
2019 年即见成效，一年下来收入几十万
元，务工农户一年可增收几千元。

但走在村里的袁桂雄，两只脚穿的是不
同的鞋，一只宽松的拖鞋、一只合脚的皮鞋。
原来，他有严重的痛风病，常年驻村，辛劳奔
波，休息饮食不规律，稍不注意，就容易犯病，
严重起来，左脚肿痛难忍，根本无法穿鞋。

就这样，留在左江村和枧田村那一串
串一大一小的脚印，踏出了扶贫干部一心
为民、无私奉献的坚实足迹。

扶贫一线，巾帼不让须眉。驻村帮扶的
女干部，同样撑起了半边天。

42 岁的唐华容，在 6 年驻村帮扶 6 年
中，转战 3镇 5村，担任帮扶工作队队长、第
一书记。她从抓班子、强队伍入手，顺应民
意转作风，把党建活动现场搬到“大屋场”、
村民家，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共帮助
221户贫困户 669人稳定脱贫。

考察调研组组长康重文评价她：“唐华
容驻村帮扶的每一个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群众都为她点赞。”

社会扶贫，凝聚起全社会的爱心力量。
2017年，我市以率先试点上线“中国社会

扶贫网”为契机，探索了“一张网、一个联盟、
一支基金”“三个一”的社会扶贫株洲模式。其
中，“一张网”方面吸纳爱心人士注册数量
44.46万人，“一个联盟”募集社会捐款近 1亿
元，“一支基金”已投资项目 111个，投入资金
8.96亿元，带动社会资金投入近20亿元。

精兵强将开赴一线，把脱贫攻坚的战
火越烧越旺，一大批先进典型呕心沥血、建
功立业。

立下愚公志
“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

赢打好的硬仗，是我们党向全
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习近平

下好精准棋
“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

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
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习近平

当好排头兵
“无论这块硬骨头有多硬都必须

啃下，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必
须打赢。” ——习近平

擘画新蓝图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习近平

贫 困 户 在 产 业贫 困 户 在 产 业
基地务工基地务工。。王军王军 摄摄

帮 扶 干 部
王 四 海（左）指
导 贫 困 村 发 展
产业。 王军 摄

学 习 养 蜂
技术。王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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