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美如画
四大维度看株洲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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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金黄，果园飘香。
金秋的株洲，满目“丰”景，也展现着乡村振兴的新貌。
近年来，株洲市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绘就诸多精彩。
窥斑而见豹。透过脱贫户、村庄、屋场，以及农村用电四大维度，人们会发

现，一系列美好悄然照进了现实。

【核心提示】

11月初，茶陵县严塘镇严溪村。

秋阳高照，37 岁的脱贫户谭素在果园干着

活，经历风雨后，她的日子像悬挂枝头的一个个脐

橙，一点点地攒着阳光与甜度。

谭素的丈夫生前患有重病，为了给他治病，家

里前后欠下 70 余万元外债，加上还有年迈的父母

和 3 个孩子要照顾，她的日子过得很难。2021 年，

有返贫风险的她，被列为监测对象。

2021 年起，茶陵县整合各方力量，开始推行

“单位+企业”包村、“干部+企业”包户的“双结双

促”模式，组织 589名科级以上干部和 77家非公企

业与帮扶村、监测户结对，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通过相关干部与企业的“双结双促”帮扶，谭

素得到了在果园务工的机会，月工资 3000 余元，

也获得了医疗救助等支撑。去年 5月，谭素的丈夫

去世，但她并没被打垮，还下定决心努力工作还

债。她说：“做人要讲诚信，有政府帮我，我不怕！”

谭素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2021 年以来，我

市全面落实防返贫监测帮扶，实行“一季一排查、

一月一走访”，动态识别监测对象 5575 户 14715

人。按照监测户“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落实帮扶

措施，消除风险 2839户 7520人。

坚守防返贫底线，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的基础。对脱贫户，我市坚决落实五年过渡期的工

作要求，做到“四个不摘”（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

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为脱贫户

托起“稳稳的幸福”。

在株洲，脱贫户拥有一道周密的防返贫“安全

网”，涉及因病返贫应急救助、健康帮扶、教育帮扶

等多个层面。

比方说，当返贫风险来自灾害、意外与大病等

紧急突发情况，我市创新设立防返贫应急救助专

项资金，及时给予相关救助。目前，这块已累计安

排资金 1060万元，帮扶近 1500人。

再如，为避免小病变大病，市乡村振兴系统协

调联合卫健与医保部门，推进健康帮扶全覆盖，防

范因病致贫于未然。数据显示，目前已累计资助参

保 41.79 万人共 9947 万元，医疗救助 15.09 万人次

金额达 2.76亿元。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输血”不如“造血”。

我市大力开展“产业增收”行动，发展壮大优势特

色农业产业，核查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效

果，为脱贫户、监测户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其稳定

持续增收：

——在炎陵，今年种植黄桃 6400 公顷，引导

1.4 万名脱贫人口参与种植获得增收；在攸县，创

新推出重点项目、特色产业、村集体经济“三带”联

农机制，仅油茶产业就带动 3000 余户脱贫户和监

测户通过土地流转等直接受益。

同时，市乡村振兴系统协同人社部门，分类开

展就业帮扶，针对性开发公益性岗位 5605 个，建

设就业帮扶车间 201 家吸纳 1.81 万名劳动力就

业。目前，全市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务工人数 7.17

万人，超额完成省级下达的年度任务数。

不漏一人，精准帮扶。攸县、茶陵还积极探索

防返贫监测帮扶数字化平台建设试点，设立数字

化平台监测调度、数据分析等功能，实现了防返贫

监测线上线下相结合。

从脱贫户看株洲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

返贫底线扎实，逐梦乡村振兴的基石稳固！

驱车从醴陵城区往西，沿省道 S313走大约 50

公里，就来到了均楚镇青山村。

新修的柏油村道长 8.6 公里、宽 6 米，路中间

有红黄蓝三种标线，而仅 8个月前，这条“彩虹路”

还狭窄坑洼，青山村村民称“三步之内难见平地”。

今年 9 月，湖南省乡村振兴村级实践交流基

地名单公示，青山村榜上有名。鲜为人知的是，这

里曾是省级贫困村，2017年才“摘帽”。

在驻村工作队、乡贤等助力下，青山村近年来

产业振兴有突破，茶叶种植等传统产业壮大，桃形

李、瓜蒌等新产业增多。基于产业发展，青山村不

断美化环境，提质拓宽道路、整治人居环境，建设

梯田花海与“数字乡村”等，村里的青山湾幸福屋

场成为醴陵 25个幸福屋场创建示范点之一。

从坑洼路到“彩虹路”，从省级贫困村到省乡

村振兴村级实践交流基地，青山村的一次次美丽

蝶变，背后是我市乡村建设的迭代升级。

各村庄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株洲市统筹

整合政策、资金、人才，以及各方力量资源，为助推

乡村靓丽蝶变，提供了全方位支撑。

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以

来，市县两级累计安排有效衔接资金 2.75亿元，其

中市级财政三年共计安排衔接资金 7870 万元，保

证资金投入不减。

尽锐出战，持续加强驻村帮扶。2021 年至今，

我市已开展两轮驻村帮扶，累计派出省市县帮扶

工作队 768支，驻村干部 2000余名。上一轮帮扶工

作队，争取后盾单位帮扶资金 2.12亿元，为驻点村

争资引项 5.6亿元，市派工作队的驻点村集体经济

收入平均达 22万元以上。

担当作为，统筹推进农村改厕、“幸福屋场”建

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掀起新一轮乡村建

设的热潮。

眼下，两大活动正在我市火热开展：防返贫监

测帮扶“百日攻坚”，以及农村改厕“大比武”。针对

农村改厕，2021 年以来，我市多次开展“回头看”，

共摸排改厕农户 23.98 万户，全面排查整改问题。

同时，也在加快新改建厕所建设，在 2022 年完成

农村改厕 5.4 万个基础上，今年将新建设 7682 个

农村户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也一直“在路上”。今年 5

月，新一轮市派驻村工作帮扶开启，“首战”便是开

展村庄清洁行动，从 6 月至 8 月的“大扫除”，到 9

月至 12月的“再提升”，行动持续到今年底。

今年以来，市乡村振兴系统赴浙江考察调研，

并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启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百村示范、千村整治”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茶陵县创新开展“三清三小”（清垃圾、清

淤泥、清杂物、小菜园、小果园、小庭院）秀美庭院

创建，创建秀美庭院 6000 户；攸县多措并举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验被《人民日报》推介，

“城乡同治”模式向全国推广。

从村庄看株洲和美乡村建设，越来越多的乡

村旧貌换新颜，风景无限！

金秋十月，炎陵县水口镇水西村。

清澈的洣水河绕村东边而过，两岸

风景如画。去年以来，村里结合美丽乡村

创建，借助红色资源与绿色生态优势，建

设了别具特色的“幸福屋场”。

这是一次“农村风貌改造行动”，村

里开展改水、改厕、垃圾分类，整治房前

屋后环境卫生，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同

时，对村主干道进行硬化、绿化，安装 110

盏太阳能路灯，修建村文化广场及 500多

米沿江风光步道等。

同时，村里又围绕“幸福屋场”建成

议事长廊、怡心亭、生态停车场等公共服

务功能设施。它不仅为村民提供了散步

休闲的场所，也提升了当地旅游基础设

施水平。

更重要的是，“幸福屋场”既有“面

子”，也有“里子”。

通过议事长廊与怡心亭等，水西村开

展“洣水夜话”这一特色议事环节。听取群

众心声、化解相关纠纷争议、共议产业发

展出路等，“幸福屋场”也是助力乡村治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 8月中旬，我市两个村获省级推

荐申报创建全国第三批乡村治理示范

村，水西村是其中之一。

多点开花建设“幸福屋场”，这是株

洲推进乡村振兴的特色举措，也为建设

“幸福株洲”增添了靓丽风景。

在株洲，“幸福屋场”建设被纳入重

要民生实事，并对各县市区下达了相应

建设任务。2022年，我市建成 100个“幸福

屋场”，今年还将建设 60个以上。

梳理建设情况可发现，各县市区的

“幸福屋场”特色鲜明，美美与共。

在醴陵，当地将“幸福屋场”建设与产

业发展有机结合，依靠陶瓷、花炮等传统

产业抓好融合。在醴陵市嘉树镇，该镇加

快炻瓷产业园建设，帮助栗塘幸福屋场周

边群众实现就近就业，每户有 2 到 3 人在

工厂上班，户均年收入达15万元以上。

而在攸县，“门前三小”（小广场、小

书屋、小讲堂）经验曾入选全国农村公共

服务典型案例。建设“幸福屋场”时，当地

将“门前三小”升级为“门前十小”，并发

动乡贤广泛参与，建设了具有攸县特色

的“幸福屋场”。

幸福的屋场是相似的。尽管风貌上有

差异，但各地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建

管并重等原则，充分激发村民主体的内生

动力，则是一致的。

“幸福屋场”建设资金筹措上，攸县

积极构建财政奖补、乡贤捐助、工商资

本、村民投资投劳等多个渠道，旨在打造

“众投共建共享”模式。而在醴陵市孙家

湾镇孙家湾村，村上的杉坡“幸福屋场”

覆盖 50 户 206 人，村民自筹资金达 50.8

万元。

从屋场看株洲的“幸福指数”，不一

样的风景里，绽放着同一种“幸福花”！

看屋场，“幸福屋场”绽放“幸福花”3

10月 19日，攸县新市镇丁家垅村。

“家里的灯怎么坏了，真急人！”患有

尿毒症的丁叔桂老人是二级残疾，每周

需进行两次肾透析，妻子腿脚也不灵便。

这天他正打算带老伴去做透析，忽然灯

坏了。

幸运的是，当天正值国网株洲供电

公司的党员服务队深入 21 个乡村（社

区），对 35位困难老人开展“村网共建”关

爱行动，正好帮他解决了这一困扰。屋里

恢复了亮堂，老人脸上也绽放了笑容。

“村网共建”是“村电共治”的升级版。

“村电共治·便民服务”工程，是株洲

乡村振兴工作的一大亮点。它由市乡村

振兴系统会同国网株洲供电公司开展，

并在全国首创建立了“村电共治”机制。

它的创新在于，将电力工作纳入村务常

态管理，将便民服务嵌入电力常态化管

理，推进乡村电网建设与乡村治理现代

化深度融合。

“ 村 电 共 治 ”工 程 实 施 以 来 ，全 市

1388 个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实现电力

便民窗口全覆盖，供电服务窗口的服务

半径由 25 公里缩短至 1.5 公里。同时，也

助力全市兴办乡村小微企业 2600 余家，

为企业节约成本 6000余万元。

去年，株洲推进“村电共治·便民服

务”的经验，被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专

门推介，并入选《乡村振兴的湖南实践典

型案例》。2023 年，国家电网将“村电共

治”提升为“村网共建”在全国推广。

一根电线，串起了我市大胆探索有

效衔接工作机制的亮点，照亮了以创新

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

工作机制上，市乡村振兴系统创新建

立了“4+1”督查考核机制、现场会推进机

制、项目备案机制，以及干部能力提升机

制等，为推进乡村振兴打造了机制引擎。

比如，“4+1”督查考核机制，对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开展季度督查考核加年底总

评，将责任压实到各县市区和行业部门，

推动工作落实在平时、责任压实在平常。

通过“4+1”督查考核，共交办整改突出问

题1200余个，大力提升了脱贫的成色。

再如建立项目备案机制。为加强项目

资金监管，建立“两报告一报备”项目备案

机制，做好各县市区有效衔接项目市级备

案工作，有效提升了资金项目的绩效管理

水平和使用效益。2022 年，完成项目备案

800多个共 3.87亿元，2023年已完成中央

提前批衔接资金1.76亿元备案。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株洲绘就了一些精彩画面，也

播下了一些希望的种子。耕耘者不问收

获，因为收获已然孕育在时光之中。

看农村用电，创新探索照亮振兴之路4

看脱贫户，牢牢守住返贫防线1

看村庄，乡村建设助推美丽蝶变2

接续奋斗乡村振兴，数读株洲成绩

乡村振兴画卷在株洲徐徐铺开，图为茶陵秩堂油菜花海。记者 谭浩瀚 摄（资料图）

“村网共建”（此前的“村电共治”）工程实施后，电力工

作人员深入乡村提供优质服务。 张斯妮 摄

2022年 7月，全市现场推进会上，参会人

员在参观金湖湾幸福屋场。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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