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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速览】
永 定 区 是 张 家 界 市 政 治 、 文 化 中 心 、

交通枢纽,2019 年脱贫摘帽。去年 5 月以来,
永定区借力“互联网+”强化脱贫攻坚精准
监督,探索创建“天门清风”微信群,让党的
好政策、好声音及时传递到千家万户,让群
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
督权,让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有
人办、马上办、能办好。

【现场目击】
4 月 30 日,记者来到永定区沅古坪镇长

潭村,见证村民龚妙生签订停访息诉协议。
“龚嗲嗲,对于您反映的信访问题,我们

党委政府进行了调查回复,您对这个调查结
果是否满意?”张家界市永定区沅古坪镇纪
委书记杨帆问。

“满意,满意。现在终于不用担心房子的
安全问题了。”今年 63 岁的龚妙生是建档立
卡户,目前住在 100 余平方米的木屋里。每
当风雨来临时,龚妙生都担惊受怕,既要预防
漏雨,又要遮挡进风口。

2019 年 12 月,龚妙生在“天门清风”微
信群反映,自己作为建档立卡户,却没有享受
到危房改造政策。

“您的问题已经收悉,我们马上解决。”

微信群管理员及时回复,表示反映的问题已
经受理。永定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通过大数据比对,获取了龚妙生反映的危房
改造问题,并立即将问题交办给沅古坪镇纪
委。

镇纪委和村干部入户调查核实时发现,
2018 年,永定区落实房屋整体推进政策,因龚
妙生的房屋属土木结构,当时被永定区住建
局鉴定为 B 级危房。这意味着,他的房屋可
以正常居住,只需进行简单的修缮,完善房屋
居住环境即可。但后来因与施工队就房屋
修缮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龚妙生便自愿放弃。

4 月 29 日,区住建局再次对其房屋进行
鉴定,鉴定结果仍为 B 级。但考虑到龚妙生
一家的实际困难,镇政府给予适当帮助,让其
完成修缮。

2019 年 5 月以来,永定区纪委监委为强
化基层“微腐败”的源头治理,积极探索创
建“天门清风”微信群,通过群众“点单”、
干部“买单”、纪委“查单”,夯实基层党风
廉 政 建 设 基 础,打 通 服 务 群 众 “ 最 后 一 公
里”。

医疗保障、征地拆迁、社会救助、扫
黑除恶⋯⋯永定区“天门清风”微信群管
理人员黄桃容向记者演示了微信群后台操

作,100 多个关键词呈现在电脑屏幕上。“我
们通过设置关键词,利用大数据比对截取群
众反映的情况,不会遗漏群众的任何问题。”
黄桃容说,对于各级微信群未及时处理的,将
督 促 各 群 管 理 员 及 时 回 复 上 报,真 正 做 到

“民有所求,必有所应”。
“只要打开微信群,就可以随时了解村里

的情况,对村务进行实时监督,还可以和村干
部交流咨询、反映情况。”永定区合作桥乡
花果峪村村民余东华在微信群里反映施工
方在修建便民桥时,用水泥渣料和水泥砖修
建桥墩,当地政府快速反应,及时督促施工方
整改。

如今,永定区构建了区乡村一体的三级
微信群,进群人数达 12.8 万余人,覆盖 85%以
上家庭,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2019 年,全区扶贫领域的信访件只有
94 件,同比下降 70%左右。

“让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有
人办、马上办、能办好,是我们建立‘天门
清风’微信群的重要目的。”永定区纪委监
委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扩充平台功能,
着力构建“天门清风”微信群“四议两公
开”子系统,让“互联网+监督”助力永定
区脱贫攻坚。

群众“点单”,干部“买单”,纪委“查单”
——永定区“天门清风”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湖南日报记者 陈奕樊

武陵源区：

严督实查
促帮扶工作做细做实

本报讯 为持续推进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全力护航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近日,武陵源区纪委监委联
合区脱贫攻坚指挥部、区驻村帮扶办,
对全区脱贫攻坚质量“回头看”排查
上报的 214 个问题,深入贫困村、贫困户
中开展严督实查。

据悉,此次督查的 214 个问题涉及 4
个乡街道 21 个村居,联合督查组将进行
全覆盖、无遗漏的地毯式督查,一个问
题 一 个 问 题 的 查 实, 重 点 关 注 职 能 部
门、帮扶单位、帮扶责任人对交办问
题有无采取针对性措施,成效如何,立行
立 改 的 问 题 是 否 已 整 改 到 位, 帮 扶 干
部、驻村队员工作是否务实等。

目前,该区已督查 4 个村居的 38 个
问题,发现帮扶干部工作不实问题线索 3
个,职能部门工作不实问题线索 1 个,下
一步,纪检监察机关将对督查中发现的
问题线索,在全区进行通报,并移送案管
部门按相关程序办理。

（通讯员 杜琳）

一个屋场,一条长凳,一壶热茶,没有主
席台,没有话筒音箱,大伙围坐一起,拉家常、
话里短⋯⋯近日,在武陵源区天子山街道黄
河村陈家湾,一场干部群众面对面“屋场会”
正在召开。该区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王兴树，驻村第一书记、村支两委干部、
后盾单位干部与村民们围坐一起共画黄河
村美好蓝图。

“今天我们召开屋场会,大家一起聊聊
家庭的困难,议议我们村里未来的发展,希望
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在陈家湾屋场,村
委 会 主 任 甄 应 福 的 开 场 白 拉 开 了 “ 屋 场
会”的序幕。

“王书记,我们黄河村虽然是区里最偏
远的地方,但是这里山清水秀自然环境好,如
果能帮我们把沿溪沟两旁的绿化维护了,环
境卫生治理了,那我们老百姓也满意了。”

“王书记,我们村去年干旱,出现水断流,
什么时候帮我们修建一个水池啊?”⋯⋯

屋场会上,大家扯家长里短,在黄河村这
种接“地气”的干群融合场景早已习以为
常。王兴树认真倾听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对
于村民提出的当前最期盼、最着急、最担
忧 的 热 点 和 难 点 问 题,他 一 一 予 以 解 释 答
复。王兴树说,非常感谢大家对各项工作的
支持和拥护。对黄河村的发展,区纪委监委

将继续大力支持,同时希望全村干部群众自
觉维护团结和谐的发展局面,切实按照“两
不愁三保障”全面完成脱贫任务,共同守护
好绿水青山,建设美丽黄河村。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群众
有 什 么 困 难 ， 我 们 就 解 决 什 么 困 难 。 自
2018 年武陵源区纪委监委进驻该村以来,充
分发挥后盾单位帮扶作用,积极争取上级政
策资金支持,全面助力脱贫攻坚。近年来,黄
河村筹资 180 万元,硬化组级公路 4.5 公里,
明显改善了村民交通出行条件；投入资金
120 万元新建 3 座平板桥,77 户 310 人直接受
益;投入 83.5 万元资金用于河堤和山洪治理
工程建设;投入 20 万元修整水管、新修水池 2
座,维修水窖 15 口,保障了群众的安全饮水;
投入 30 万元建设了便民服务中心配套设施,
增加了群众办事的便利;争取中央资金 300
万元建设了阳光院养老工程,目前已入住 5
名五保户。

扶贫攻坚一直在路上,该村天子山剁辣
椒乡级产业、向家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村级产业、异地搬迁户分红的葡萄基地产
业成效喜人,村民们迎来了年年分红福利,群
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持续提升,大山深处的
黄河村正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武陵源区：

陈家湾前谋“黄河”
通讯员 刘觅

近年来，张家界市供销合作社立足资源优势打
造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建立健全农民分享产业链增
值收益机制，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探索了以
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助推山区产业扶贫的新路径。
2019 年 ， 全 市 供 销 合 作 社 企 业 在 茶 叶 、 葛 根 、 蜂
密、有机稻米畜禽等特色产业上实现产值近 3.2 亿
元，帮助 5365 户贫困户增收达 2130 万元。

利益链接合作构建企业集群。农民要脱贫，产
业要先行。产业要发展，企业是关键。全市供销系
统围绕市委市政府“3+2+N”产业发展规划，通过
利益链接共享机制构建以企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体
系。一是开放办社形成利益链接关系。依托合作经
济组织特性，联合茶叶、葛根、蜂蜜、有机种养等
特色产业发展的企业，经过产业基础、发展前景、
实干精神、农民口碑、社会信用等方面考察筛选，
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出资、参股、合作
等方式，国楚农科、湘阿妹等一批优质企业成为出
资合作企业，形成政策支持、产业发展和项目合作
的利益链接。二是项目建设实现利益链接共享。供
销 合 作 社 借 助 实 施 供 销 合 作 总 社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项
目、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县项目，帮助湘阿妹
公司争取资金 280 万元，帮助企业实现了升级转型。
帮助国楚公司争取资金 240 万元，购买粮食烘干机和
悬耕机等农机设备，建立 10 个有机种养基地，在 25
个 村 建 立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站 点 ， 托 管 田 地 3.85 万
亩。这些项目资金按照股份比例作为供销合作社投
资 享 受 投 资 权 益 ， 在 一 定 时 限 内 伴 随 企 业 发 展 收
益。惠民供销、万宝山、西莲云雾、岩泊渡粉丝等
公司也通过项目合作夯实了企业长远发展基础。三
是配置资源稳固利益链接合作。市社将 150 万元的供
销改革专项资金连续 3 年安排到区县支持惠民供销等
企业拓展农村电商站点体系。市社安排 55 万元投资
进入湘阿妹公司，缓解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现
的资金难题。积极协调对接中国供销集团，支持企
业 合 作 共 建 冷 链 物 流 、 仓 储 设 施 、 产 业 园 区 等 项
目，借船出海，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慈利县社争取
县委政府支持，将原技工学校免费提供给供销云商
公司建设产业孵化基地，引进全自动蜂蜜生产线，
加快蜂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

生产合作推进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供销合
作社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企业与农民的生产合作，推
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联结。一是培育农业产业
化 联 合 体 。 出 资 企 业 分 别 组 建 了 种 茶 、 种 葛 、 养
蜂、有机种养等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方式，将分散的贫困农户组织起
来，融入农业产业链。湘阿妹以村企共建、产业帮
扶、基地务工等方式将 565 户贫困户融入葛根产业，
5 年来累计帮助农户增收近 600 万元。二是培训指导
统一生产标准。以农民合作社为组织，通过培训指
导，统一生产标准。国楚公司安排专业团队开展全
程社会化服务，统一种子和农资、统一配备鸡苗和
猪仔、统一配备有机饲料、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检
测认证，带动贫困户 2365 户，建成 12 个立体种养基
地。三是推行托管服务与农业订单。出资企业分别
与贫困农户签约，以土地托管、基地培管、订单委
托等方式开展生产合作，企业向贫困农民提供农机
和专业服务，农民向企业提供农产品，与企业形成
利益相关的生产合作关系，建立稳定的利益链接，
既互利互惠，又增加了贫困农民收入。国楚公司托
管田地 3.5 万亩，万宝山公司在银杏塔、小埠头等村

建设优质茶叶基地 2600 多亩，328 户贫困户签约基
地，回收鲜叶达 500 多吨。

供销合作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供销合作
社出资企业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着力打造
地方知名农产品品牌，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
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一是坚持绿色、有机、生态的
产 品 标 准 。 选 择 生 态 环 境 良 好 的 村 落 建 立 生 产 基
地，湘阿妹葛根基地、国楚公司的有机稻米基地、
万 宝 山 茶 叶 基 地 、 水 田 坪 莓 茶 基 地 都 是 在 青 山 绿
水、澧水之源、土壤富硒的山村，良好的生态、纯
净的空气、水、无污染的土壤保证农产品天然有机
生长，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张家界的农产品有了
自己的味道。二是打造地方名特优品牌。品牌就是
市场号召力，品牌实现农产品增值。全市供销合作
社出资企业坚持以品牌建设助推产品销售，“湘阿
妹”、“谷箩山”、“洪家关”、“一界农户”等品牌成
为市场上知名度和美誉度较高的农产品品牌。国楚
公司完成了近 10 万亩种植面积和 3 万羽鸡、2100 头
猪、1 万亩高山野生采集的有机转换认证工作，安装
视频，监控农产品生产全过程，建立农产品质量追
溯 体 系 。 经 过 国 楚 公 司 加 工 、 包 装 及 品 牌 策 划 营
销，多渠道流通，有机农产品获得大回报，“谷箩
山”有机大米去年上市均价每斤达 15 元，有机鸡每
斤达 30 元。供销云商通过线上品牌店和扶贫“832”
平台，把蜂蜜产品销往全国，企业向农民回收蜂蜜
价格从每斤 30 元提升到 80 元，带动 386 户蜂农每户
增收达 2 万多元。三是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湘阿妹、
万宝山等公司在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基础上，将
基地建设与农家休闲、旅游观光、消费扶贫结合，
走农旅融合的发展路子。云商公司探索蜂蜜养殖、
产品加工、品牌策划、包装设计、渠道开拓、物流
仓储等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好山好水出好货，好货
来自张家界”。张家界优质绿色农产品独有的高品质
深受消费者热捧，2019 年，国楚公司销售有机大米
6900 多吨，有机鸡 39000 多只，供销云商公司销售蜂
蜜近 300 吨，湘阿妹公司销售葛粉 260 吨，万宝山茶
叶公司销售茶叶 198 吨。

信用合作增加农民生产投入。农民生产资金不
足是产业扶贫的难题。供销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
帮助贫困农民增加生产投入。一是生产基地联保。
出资企业对生产基地的贫困农民，实行生产合作、
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以农户个人信用基
础，加上生产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担保，为农
户提供一定额度的生产物资或资金支持。湘阿妹公
司为 565 户农户提供种苗、肥料、农膜，葛根基地从
2200 亩扩大到 3500 多亩。二是提供信用借款。对立
志脱贫、有产业计划的贫困户，出资企业直接提供
信 用 借 款 ， 帮 助 贫 困 农 民 解 决 生 产 资 金 不 足 的 问
题。国楚公司为袖珍女陈云华借款 10 万元，安排专
业人员全程服务，指导养殖有机黑鸡 3500 多只，包
销全部产品，陈云华当年还清借款后实现收入近 10
万元。三是生产订单担保。企业提供产前资金或农
产品幼苗，与贫困农民签订委托生产订单，高于市
价回收农产品，结清信用借款。国楚公司为谷罗山
等村养殖有机黑猪的 673 户贫困农民提供 2000 多头
子猪，帮助农民扩大养殖规模。

为党委政府分忧，助农民群众脱贫。张家界市
供销合作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供销改革必
胜信心，敢闯敢试，供销改革探索山区农业全产业
链服务模式永无止境，改革永远在路上。

做足做好全产业链服务文章
——市供销合作社探索扶贫新路径

胡方华

村民在贵州省榕江县水尾水族乡上下午村管理林下的野生草珊瑚 （4 月 16 日摄）。 新华社发 （王炳真摄）

在贵州省榕江县水尾
水族乡上下午村的草珊瑚
种植示范园内，村民在查
看林下的野生草珊瑚新芽

（4 月 16 日摄）。
新华社发 （王炳真摄）

村民在贵州省榕江县八开镇都江村林下移栽种植的草珊瑚 （4 月 17 日摄）。 新华社发 （王炳真摄）

唤醒沉睡在深山的资源
——贵州榕江发展草珊瑚产业脱贫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