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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清晨的桑植县沙塔坪乡茶
园基地里，漫山遍野的茶株迎着朝
露吸吮养分，绿叶在阳光的折射下
炫出五彩的光。近段时间，全乡各
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党员干部正忙着
和建档立卡贫困户一起采摘夏茶，
丰收的茶叶让奔跑在脱贫路上的茶
农钱袋子变得更鼓了。

产业发展稳增收
近年来，沙塔坪乡党委、政府

把发展产业作为“户脱贫”的主要
抓手，按照“以发展茶叶为主，结
合观光旅游环线促进全乡经济社会
发展”的产业扶贫思路，稳步推进

“四个一”产业扶贫工程，大力发展
本乡茶业主产业，积极为茶企和茶
叶合作社提供政策支持，助力茶企
和茶叶合作社扩大基地规模提升示
范带动效应。鼓励茶企和茶叶合作
社充分利用该县西线旅游发展定位

和电商服务平台等资源优势，支持
瞄准市场需求线上线下同步营销。
该乡还充分发挥党委、政府桥梁纽
带作用，完善“企业+合作社+农户

（贫困户） ”产业模式，建立健全茶
企、茶叶合作社与贫困户利益联结
机制，实现全乡 10 个行政村贫困户
产业全覆盖、收入稳增长。

项目建设夯基础
今年，沙塔坪乡党委、政府稳

步推进全乡道路通畅、通达、窄路
加宽等工程，建好、管好、用好农
村主干道和组道，切实提质升级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持续巩固安全饮
水工程，从供水保障、水质安全、
用水方便等方面考量，建立健全用
水 管 护 机 制 ， 提 高 各 村 集 中 供 水
率、自来水普及率、供水保证率和
水质达标率。切实保障住房安全，
严把建房标准、进度、验收等重点

关口，危房改造以维修加固为主，
加快 C 级危房维修加固，推进 D 级
危房除险加固和建新拆旧，全面完
成危房改造存量任务。同时，该乡
把易地搬迁整改和后续产业发展提
上重要议事日程，坚持基础设施、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与 搬 迁 安 置 同 步 推
进，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建设，让搬
迁户“住得放心”。全速推进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确保 100%农户通生活
用电，农村移动终端信号和接通互
联网 4G 覆盖率力争达 100%，行政
村宽带网络覆盖率确保达 100%，不
断完善党建服务、便民服务、农业
服务、文体活动、医疗服务等项目
设施，提升村级公共服务水平上台
阶。

“两项帮扶”促脱贫
沙塔坪乡共选派驻村帮扶工作

队 16 支，其中后盾单位派驻 6 支，

乡派驻 10 支，并实现了全乡 1117 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含已脱贫巩固
户） 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全覆盖。按
照驻村帮扶“五全”制度，即走访
全 覆 盖 、 项 目 全 完 工 、 产 业 全 链
接、政策全落实、识退全精准的标
准，该乡统筹制定工作任务清单倒
排工期，推动后盾单位派驻工作队
和乡派驻村工作队聚力抓实做好驻
村帮扶工作。同时，该乡还不断压
实结对帮扶责任，严格执行结对帮
扶 “ 四 个 一 ” 制 度 ， 即 一 月 一 走
访、一月一核查、一月一督促、一
月一报告的帮扶要求，确保医疗、
教育、住房综合保障等扶贫政策一
一对照落实到位，把到户到人的扶
贫政策落实好，把血浓于水的感情
联络好，把脱贫致富的产业帮扶好。

党群干群心连心 扎实帮扶显真情
——桑植县沙塔坪乡脱贫攻坚工作小记

邱德帅 王健 “我得了耐多药肺结核，现在每个月药
费 都 2000 多 ， 看 病 钱 都 是 问 亲 戚 邻 居 借
的，现在去亲戚家里都借不到钱了，家里
没有钱给我治疗了⋯⋯”

2017 年 3 月，罹患耐多药肺结核的安
徽砀山患者小徐在网上发出“生命求助”，
引起网民关注。

耐多药结核病也被称为“会传染的癌
症”，结核病患者感染的结核菌耐两种主要
抗结核药物 （异烟肼和利福平） 以上就被
称为耐多药结核病。相对于普通结核病 6 至
9 个月的治疗周期，耐多药结核病的治疗周
期长达 18 至 24 个月，治愈率低于 50％，治
疗费用平均达 5 万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几
十万元。

小徐正是他们中的一员。所幸，随着
安徽健康扶贫工程的启动，像小徐这样的
耐多药结核病贫困患者在省内医疗机构就
诊，除了医保报销外，还可以享受大病救
助和财政补助，在省级三甲医院就诊自付
费用不超过一万元。

而 随 着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进 程 不 断 推 进 ，
更多政策红利逐步释放，助力打通健康扶
贫路上的“最后一公里”。

近日，《关于做好 2019 年农村贫困人口
大病专项救治工作的通知》 发布，将耐多
药 结 核 病 纳 入 贫 困 人 口 大 病 集 中 救 治 范
围，和小徐一样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正在
走出因病致贫返贫的困境。

根据通知，2019 年，农村贫困人口大
病专项救治病种数量增加到 25 种。除儿童
先心病、儿童白血病、胃癌、食道癌、结
肠癌、直肠癌等多种疾病已纳入救治范围
外，还新增了耐多药结核病、脑卒中、慢
性阻塞性肺气肿、艾滋病机会感染等病种。

为啃下因病致贫、返贫的“硬骨头”，
2016 年我国启动健康扶贫工程，对患大病
和慢性病的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分类救治。
2017 年印发的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

治工作方案》 明确，针对罹患儿童先天性
心脏病、儿童白血病、食管癌等大病的建
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和农村低保、特困人
群进行集中救治管理。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开展
两年来，救治病种从开始的 9 个逐步增加至
25 个，取得了积极成效，减轻了农村贫困
人口的医疗负担，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截至 2018 年 8 月底，已确诊农村贫困人口
大病病例 26.1 万人，救治 22.6 万人，累计
救治次数 99.6 万人次。

在湖南，全省贫困县胸痛、卒中、创
伤、高危孕产妇与儿童急救五大中心建设
持续推进，覆盖贫困地区的危急重症救治
网络逐步构建。与此同时，贫困地区专科
能力建设持续推进，2018 年完成 48 家贫困
县 县 医 院 肿 瘤 科 和 新 生 儿 重 症 监 护 室 建
设。截至目前，全省 48 个贫困县县医院已
基本实现“四个全覆盖”，即肿瘤化疗与癌
痛 治 疗 全 覆 盖 、 新 生 儿 重 症 监 护 室 全 覆
盖、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全覆盖、尿毒症
腹膜透析全覆盖。

在四川，全省将国家确定的大病救治
病种扩展至 33 种，制发了食管癌、胃癌、
结肠癌、直肠癌、终末期肾病、儿童白血
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等 9 种大病 36 个推
荐临床路径。四川还进一步降低贫困人口
医疗负担，贫困患者县域内住院和慢性病
门诊维持治疗医疗费用个人支付占比均控
制在 10％以内。

据了解，未来将有更多病种有望被纳
入救治范围。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
长焦雅辉说，国家卫健委计划到 2020 年将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扩大到 30
种，力争农村贫困人口大病救治和兜底保
障制度基本建立。

（记者 陈聪 鲍晓菁 帅才 董小红）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走出因病致贫返贫之困
——更多病种纳入农村贫困人口大病救治范围

新华社记者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市场上用原生
态方式饲养的生猪逐渐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慈
利县杉木桥镇湖塔村年过五旬的养猪专业户卓
志红，看准了传统养殖的商机发展生态黑猪养
殖，年均出售生态黑猪近 200 头，年均纯收入
达 17 万多元。

近日，笔者专程来到卓志红的生态黑猪养
殖基地进行了采访。当笔者刚要进猪舍时被他
拦住了，“你进去要换鞋，现在正值春夏交替
时节，是家禽畜类传染性疾病的高发时期。”
卓志红对养殖的生猪爱惜不已，尽管是采用传
统方式，但他表示科学喂养是前提。

“这些黑猪吃的好就睡的好，大的小的一
起有 130 多头。”在猪舍里，卓志红向笔者介
绍起他的养殖情况。笔者看到在黑猪吃“午
餐”的时候，卓志红从蒸锅里把煮好的玉米粉
浆倒进食槽里，再把收割回来的青草撒到猪舍
里，猪儿们吃得十分欢快。

“传统方式喂养的猪就是肉质好，肥肉不
腻，瘦肉丝细不塞牙齿，但这种养殖方式有一
点缺憾就是生长速度慢。”在猪舍里，卓志红
指着一群群的小黑猪说，眼前的这些猪养了快
一年了，个头并不大，每天用猪草和熟玉米拌
上一点油糠来喂养，尽管长的不快，但都属于
正常速度。

卓志红告诉笔者，虽然自己养殖的生态猪

养殖周期长，价格比一般的猪肉要贵不少，但
是很受消费者的喜爱，销路不成问题，这让他
对自己“慢工出细活”的创业理念又增添了不
少的信心。近两年多来，卓志红靠养殖生态黑

猪逐渐致富。现在，他准备加大养殖规模，并
与合伙人租下了桑植县白石乡南滩草场 2000 亩
场地，准备把养猪场整体迁移，养殖出品质更
好的生态健康猪。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
称 《战略纲要》）。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
就 《战略纲要》 相关情况接受了记者专访。

问：请介绍一下 《战略纲要》 出台的
背景和主要特点

答：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
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
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
的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发 展 和 转 型 进 程 。 当
前，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空前活跃，不断
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推动全球
经济格局和产业形态深度变革。加快信息
化发展，建设数字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党的十九大作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
中国、智慧社会的战略决策。数字乡村是
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
的 重 要 内 容 。 为 贯 彻 落 实 党 中 央 决 策 部
署，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 农 业 农 村 部 开 展 调 查 研
究，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研究起草 《战
略纲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加快
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发展，形成乡村振兴新动能。

《战略纲要》 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围
绕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出了进一
步解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力，加快以信息
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大
力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积极发展乡村新
业态，以信息流带动资金流、技术流、人
才流、物资流，激活农村各种要素，为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数字动力。二是全
面落实重大战略部署。《战略纲要》 全面贯
彻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和信息化发展的重
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
个 振 兴 ” 的 战 略 部 署 ， 切 实 体 现 网 络 强
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战略要求，注
重加强与“互联网＋现代农业”、农业装备
和信息化、网络扶贫行动等政策结合，充
分发挥信息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先导力量作
用。三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纲
要》 树 立 改 革 思 维 、 战 略 思 维 和 系 统 思
维，针对“三农”信息化发展存在的共性
问题、难点问题，加强统筹谋划，完善政
策支持，在资源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
项目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
优 先 安 排 ， 充 分 发 挥 财 政 资 金 的 引 导 作
用，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投资数字乡村建
设，加大投入力度，着力补齐短板。

问 ： 数 字 乡 村 建 设 发 展 是 一 项 长 期
的、历史性的任务，请问如何分阶段实施？

答：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主要分四个
阶段：

第一个阶段，到 2020 年，数字乡村建
设取得初步进展。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明显
提升，农村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互联网＋
政务服务”加快向乡村延伸，网络扶贫行
动向纵深发展，信息化在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中的作用更加显著。

第二个阶段，到 2025 年，数字乡村建

设取得重要进展，城乡“数字鸿沟”明显
缩小。4G 在乡村进一步深化普及，5G 创新
应用逐步推广。农村流通服务更加便捷，
乡村网络文化繁荣发展，乡村数字治理体
系日趋完善。

第三个阶段，到 2035 年，数字乡村建
设取得长足进展。城乡“数字鸿沟”大幅
缩小，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农业农
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基本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基本实现，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基
本实现。

第四个阶段，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
成数字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
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问：请问 《战略纲要》 对数字乡村建
设发展主要部署了哪些任务？

答：《战略纲要》 主要部署了加快乡村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
强化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供给、建设智慧绿
色乡村、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推进乡
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信息惠民服务、
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网络扶贫向
纵深发展、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
等十项重点任务。

其中，在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战略纲要》 提出，要大幅提升乡村
网 络 设 施 水 平 ， 完 善 信 息 终 端 和 服 务 供
给，加快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在发
展农村数字经济方面，《战略纲要》 强调，
要夯实数字农业基础，推进农业数字化转
型，创新农村流通服务体系，积极发展乡
村新业态。在建设智慧绿色乡村方面，《战
略 纲 要》 提 出 ， 要 推 广 农 业 绿 色 生 产 方
式，提升乡村生态保护信息化水平，倡导
乡村绿色生活方式。在繁荣发展乡村网络
文化方面，《战略纲要》 强调，要加强农村
网络文化阵地建设，加强乡村网络文化引
导。在推动网络扶贫向纵深发展方面，《战
略纲要》 提出了要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巩固和提升网络扶贫成效。此外，在统筹
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方面，《战略纲
要》 提出，要统筹发展数字乡村与智慧城
市，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强信息资
源整合共享与利用。

问：如何抓好 《战略纲要》 的贯彻落
实？

答：中央网信办将会同相关部门抓紧
制 定 完 成 《战 略 纲 要》 主 要 任 务 分 工 方
案 ， 明 确 各 项 任 务 的 牵 头 部 门 和 责 任 部
门，细化实化工作内容和政策措施，确保
各项任务落地实施，见到实效。建立完善
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统筹协调机制，研究重
大政策、重点工程和重要举措，督促落实
各项任务，构建统筹协调、上下联动、整
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按照 《战略纲要》 部署，统筹开展数
字乡村试点示范工作，积极探索典型经验
做法，及时总结推广有益经验。此外，还
将开展建设发展情况监测评估工作，做好
跟踪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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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发展
形成乡村振兴新动能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就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
要》 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官庄村位于桑植县城西北部，是桑
植县的贫困村之一，于 2018 年全村退出
贫困村行列。该村辖 16 个村民小组 508
户 1733 人，农户居住比较集中，总面积
7.78 平 方 公 里 。 全 村 有 共 产 党 员 42 人 ，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72 户 260 人。官庄村
部 距 县 城 10 公 里 ， 距 桑 植 火 车 站 800
米，张家界高速出口与火车站连接线贯
穿该村，交通极为便利，是典型城乡结
合区。

2018 年，桑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驻
村帮扶工作组进驻官庄村，通过一年多
的努力，官庄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每
人每年纯收入达到 3400 多元，实现了全
村退贫。

桑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驻村帮扶干
部们扎根官庄村的脱贫攻坚一线，与农
民群众打成一片、干在一块，紧盯“两
不愁三保障”目标，积极配合村党组织
拔穷根、摘穷帽，实现了官庄村生产生
活的改善。驻村以来，工作组积极统筹
整合资金 242 万元，集中解决通畅组级公
路 9 条 4.18 公 里 ； 并 自 筹 资 金 12 万 元 ，

完成了 3 条 0.413 公里的道路通畅任务，
彻底解决了该村廖家坪等 4 个小组 100 户
村民出行难的问题。同时重点解决了村
里 “ 读 书 、 看 病 、 住 房 ” 三 大 焦 点 问
题。2018 年，全村除 2 名儿童因残疾未能
上学外，无一人因病辍学；全村 17 户 59
人 的 住 房 得 到 了 妥 善 安 置 。 2018 年 初 ，
在工作组的帮助下，该村成立了官庄农
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优质水
稻 150 亩，亩产 1000 斤以上，村合作社
采取收购稻谷，加工出售，获集体经济 5
万 多 元 。 为 了 向 村 民 提 供 更 优 质 的 服
务，该村逐步完成了标准化的村综合服
务 平 台 建 设 ， 配 齐 了 村 支 两 委 基 层 队
伍，逐步完善了党建、便民、农业和文
体活动设施。

今年，该村在驻村帮扶工作组的帮
助下，制定了官庄村三年发展规划，重
点抓好官庄村集体经济，确定发展优质
水稻、农家小菜园、大棚香椿、便民超
市四个扶贫项目。在全村村民的共同努
力 下 ， 昔 日 的 贫 困 村 正 焕 发 出 勃 勃 生
机，逐步实现了向美丽新官庄的嬗变。

美丽新官庄

养殖黑猪奔小康
文/图 黄岳云

正在劳作的卓志红。

工作队员联络县民族艺术团为村民表演。

工作队员们帮助贫困户熊国祥栽秧。

工作队组织村民进行防灾演练。

工作队员组织村民学习安全生产知识。

文/图 李维跃 周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