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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扬平是慈利县财政局的一名职
工，他在扶贫工作中用真情扶贫，真
心为每一位帮扶对象解决生产生活困
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
成绩。

财政系统行业扶贫“探索者”
吴扬平今年 57 岁，1984 年参加工

作，担任乡镇财政所长 32 年，2016 年
开始担任县财政局统筹办资金管理组
组长至今，负责全县财政涉农资金的
统筹整合工作。从事财政业务三十六
载 ， 不 论 在 基 层 还 是 机 关 ， 对 待 工
作，吴扬平都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自 2016 年统筹办组建以来，县财
政局已整合涉农统筹资金 18.51 亿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资金量，该如何确保
每一笔资金都精准投向最需要、最紧
急的地方？吴扬平深知其中的艰辛，
他充分发挥吃得苦、霸得蛮、能较真
的“拼命”精神，常常加班加点，对
每 一 项 工 作 的 细 节 问 题 进 行 反 复 推

敲，经他多年搜集的材料和写满心得
的工作笔记就有整整六大箱。吴扬平
不 分 日 夜 的 辛 勤 付 出 转 化 成 了 诸 如

《慈利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慈利县统筹整合涉农资
金项目验收管理暂行办法》 等一系列
成果，确保了每一笔统筹整合资金都
能发挥应有效益，为慈利扶贫工作的
强力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整合资金使用流程“设计师”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搭建制度

框架后更重要的是如何推进计划如期
落地。吴扬平深知，坐在办公室闭门
造车、冥思苦想是无法设计出一套切
实管用的操作流程的。于是他经常牺
牲休息时间来到田间地头，面对面与
统筹资金项目具体负责人交流。在实
地调研、认真归纳后，吴扬平花费大
量 精 力 ， 从 项 目 的 申 报 、 审 批 、 实
施 、 验 收 、 公 告 到 资 金 的 整 合 、 分
配、拨付、报账、公示、考评，打磨

出了既符合政策要求，又契合慈利实
际 的 统 筹 资 金 “ 四 三 三 二 ” 监 管 模
式。为了让各乡镇、各行业扶贫指挥
部尽快掌握具体操作办法，他编讲义
备教案，多次在扶贫业务培训会上集
中讲授，听了他的课，学员们都称赞
课 程 “ 接 地 气 ， 实 用 性 强 ， 一 听 就
懂，一学就会”，有效地提高了资金项
目责任单位的思想认识，凝聚形成了
全县上下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强大合力。

结对帮扶贫困户的“知心人”
除了平时繁重的日常工作，吴扬

平心系困难群众，积极为结对帮扶贫
困户排忧解难。

2018 年 7 月，吴扬平像往常一样
下 村 探 望 结 对 帮 扶 贫 困 户 柴 龙 凤 一
家，柴家人感激不已。原来是因为柴
龙凤家庭贫困，一家人的微薄收入都
拿来供孙子上学，于是拒绝了“拆旧
建新”自筹加奖补的危房改造方式。

吴扬平得知情况后，十分担心柴家人
的居住安全，立即与乡扶贫办、县危
改 办 相 关 负 责 同 志 联 系 ， 经 多 方 奔
走、反复协调，终于达成了补助 2 万
元 帮 助 柴 龙 凤 修 缮 加 固 原 危 房 的 方
案，既落实了国家危改政策，解决了
一家三代的住房安全问题，又极大地
减轻了柴龙凤老人的经济负担。

贫困户卓德顺也是吴杨平的结对
帮扶户。卓德顺的老伴患有精神分裂
症需要治疗，加上女儿几年前做肿瘤
手术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吴扬平
对卓德顺一家的窘迫看在眼里、急在
心上，按照“一户一策”指导方针，
吴扬平帮助他家挑选了优良品种的猪
仔，并买来养猪技术指导手册，搜集
视频资料，给予卓德顺最大的帮助。
现在卓德顺通过每人每年 400 元的产
业扶贫财政奖补资金，养殖了 10 头生
猪 ， 每 年 能 获 得 2 万 元 以 上 的 收 入 ，
彻底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真情付出 真心扶贫
——记慈利县财政局扶贫先进典型吴扬平

周天宇

“现在从乡里到村里的公路拓宽
了，产业有了，村民富了，我养的这
群羊和牛，要不是驻村工作队的支
持，哪有这个规模，现在我们父子俩
一年下来靠这牛和羊的纯收入就有
10 多万呢。”6 月 16 日，慈利县杨柳
铺乡腊树村村民王伟对省交通运输厅
驻村工作队的帮扶感激不已。

2018 年 3 月，省交通运输厅派驻
帮扶工作队进驻腊树村，几年来，工
作队结合该村实际，坚持因村因户施
策，坚持输血和造血相结合，注重在

“精准”上下功夫，在“帮扶”上做
文章，使腊树村从昔日的特困村“破
茧成蝶”。

以 前 的 腊 树 村 全 村 218 户 728
人 ， 其 中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71 户 253
人，全村共有党员 46 人，该村地势
起伏、山路交错，限制了山村经济的
发展，是该县唯一的深度“特困村”。

“工 作 队 针 对 该 村 种 养 有 基 础 ，
但劳动力弱，产业收入低的现状，制
定了“一村多品”，“因户施策”，“一
户一策”的产业三年帮扶规划，同时
把“扶志”与“扶智”并重，让腊树
村有更多的产业”。该村第一书记邓
志斌介绍，在推动全村产业发展上，
首先是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工作
队先后举办了“扶贫路上党旗红，勤
劳致富最光荣”等系列活动。因地制
宜把湘西黄牛、山羊、家猪、五黑

鸡、土蜜蜂等作为重点养殖项目，把
长寿果、黄桃、杜仲、油茶、牧草等
作为重点种植项目。

在产业帮扶过程中，工作队积极
探索“公司+基地+合作社+能人+贫
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以党员为主
相继成立了养蜂、养牛、养羊等多个
生产互助小组，相继有 12 户发展黄
桃产业，唐会义等 48 户贫困户成为
五黑鸡养殖大户。贫困户彭作海在工
作队的帮助下，2019 年他养殖出栏
生 猪 90 头 ， 还 养 殖 了 20 头 湘 西 黄
牛，种植了烤烟，一年下来家庭纯收
入就达 44 万元，人均纯收入达 11 万
元。2019 年，工作队投入帮扶资金
支持贫困户王伟养殖了 20 头湘西黄
牛、60 多头山羊，该户的人均纯收
入由 7 千元增长到 4 万多元，在党员
的带动下，有效促进了全村产业发
展，目前，腊树村的湘西黄牛存栏量
达 500 多 头 ， 山 羊 存 栏 量 达 1000 多
头，生猪存栏达 1000 多头，养殖中
蜂 800 多桶，养殖业年产值超过 1000
万元。全村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已经由
原来的 4000 元发展到 13000 多元。同
时，省交通运输厅把消费扶贫也作为
帮扶重头戏来抓，自去年立冬以来，
由系统干部职工累计购买了湘西黄牛
45 头，山羊 117 只，土鸡 1085 只，生
猪 53 头等 130 余万元的农产品。消费
扶贫不仅让山中绿色农产品走出大

山，也让贫困户额外增加了一份收
入。

腊树村是典型的山区贫困村，水
资源严重匮乏，饮水主要是“靠天降
雨”，交通也成为经济发展的“肠梗
阻”，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制约。两年
多来，工作队筹集资金 269 万元完成
了 1950 立方米共计 26 处蓄水池的建
设，完成 7 处山塘扩建，解决了村民
安全饮水问题。同时，还投资 180 万

元 ， 完 成 了 2.037 公 里 村 主 干 道 改
建，硬化村组道路 1.542 公里；投资
40 万 元 ， 完 成 了 村 民 活 动 坪 硬 化 ，
配备了文化体育器材、办公用品、卫
生室、图书室等设备设施；投资 20
万元，完成了电力农网改造升级；投
资 50 万 元 ， 实 施 了 有 线 数 字 电 视 、
4G 网络进村入户等。现在，腊树村
村容村貌正在悄然改变，处处呈现出
一片新农村的兴旺景象。

“自从绞股蓝基地建成以来，我就
和爱人一直在基地务工，基地就在家
门口，方便照看孩子，我们终于告别
了远离家乡在外务工的奔波日子。”6
月 19 日，桑植县沙塔坪乡唐家庄村的
尚丛枝告诉笔者，她一家 4 口人，是
2018 年脱贫的建档立卡户，夫妇俩在
基地务工已有 6 年之久，每人每天工
资 100 元，一家人年收入可达 6 万元以
上。

连日来晴雨交加的天气，让唐家
庄村的绞股蓝长得愈发嫩绿，茶农们
只要不下雨就会忙着到基地采摘绞股
蓝鲜叶。

2014 年，在沙塔坪乡党委、政府
和唐家庄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
引进了桑植县爱尚园茶业有限公司，
借助当地得天独厚的土质、气候等优
势 自 然 资 源 ， 经 过 6 年 间 的 不 断 发
展，建成了总种植面积 500 亩的绞股
蓝基地，仅去年一年，基地生产的绞
股蓝茶就借助电子商务平台销售额达
500 多万元，并出口创汇 45 万美元。

“在基地务工的大多都是附近的老

百姓，目前可带动 200 多名贫困户稳
定就业，其中易地搬迁户 40 多人，他
们可在基地采摘鲜叶，也可在加工厂

房务工，每人每月不低于 3000 元的收
入。”基地负责人尚生爱告诉笔者，绞
股蓝基地得以持续壮大，离不开当地

党 委 、 政 府 及 村 “ 两 委 ” 的 大 力 支
持，从厂房租金、电力保障、产业路
建设、茶地桥梁整修等多方面给予了
大力度的政策扶持。

“唐家庄村绞股蓝基地只是沙塔坪
乡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该乡党委书
记钟吉锋说，近几年，乡党委、政府
在产业发展上下足了不少功夫，依据
资源优势致力于打造“一圈两片三基
地”产业格局，即发展一个白茶产业
圈，打造小籽花生、优质稻示范片，
巩固发展绞股蓝、莓茶、油茶三大基
地，“目前全乡已引进 5 家龙头企业，
发展 10 个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建 11 个
电商平台，‘一户一产业，一家一就
业’的产业就业规划目标已经达到。”

据了解，近年来，该乡累计建成
白 茶 基 地 2351.97 亩 、 莓 茶 基 地 612
亩、优质稻基地 351 亩、小花生基地
392 亩、绞股蓝基地 500 亩、复垦油茶
3000 亩，带动就近就业 3000 余人，人
均增收 1500 元左右。

产业就业谱新篇
——桑植县沙塔坪乡发展产业促进就业工作侧记

文/图 邱德帅 李月娥

雨过天晴的夏日，武陵山深处的
芙 蓉 镇 大 瀑 布 水 声 轰 隆 ， 浪 花 四 溅 。
游 人 从 大 瀑 布 下 的 小 路 徒 步 穿 行 而
过，享受着“瀑中观瀑”的清凉。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
顺 县 芙 蓉 镇 ， 山 水 风 光 美 丽 而 独 特 ，
奔流不息的大瀑布两岸，是壮观的吊
脚楼建筑群。因此，芙蓉镇也被称为

“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同时，古
镇内还有溪州铜柱、青石板街、西汉
古墓群等文化旅游资源。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随着游客的增多，古镇的老旧吊
脚 楼 得 以 翻 修 ， 变 成 了 小 饭 馆 、 民
宿、商铺和茶馆。

“大城市的游客来到芙蓉镇，特别
注重山水风光和人文风情，希望感受
古镇人家的生活，体验鼎罐煮茶，围
炉夜话。”湘西瞿大掌柜民宿服务有限
公司董事长瞿章勋说。

几年前，他在这里开设了一家名
为“土司别院”的精品民宿，楼下作
为 特 产 店 和 茶 馆 ， 经 营 本 地 的 腊 肉 、
茶叶。楼上是客栈，装饰风格颇为怀
旧，楼道中张贴着刘晓庆和姜文主演
的电影 《芙蓉镇》 中、日、英、德文
海报，庭院里的露天电影院每天放映

《芙蓉镇》。
瞿章勋目睹了近年来芙蓉镇的变

化。他介绍，随着古镇的特色景点通
过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网站推广，游客
纷至沓来。过去游客群体以中老年人
为主，如今年轻人更多。现在的芙蓉
镇 ， 各 种 新 兴 业 态 丛 生 ， 随 之 增 加
的，是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机会。

26 岁的覃小是芙蓉镇景区的一名
讲 解 员 ， 她 的 老 家 在 永 顺 县 石 堤 镇 。
过 去 ， 一 家 人 挤 在 简 陋 的 木 房 子 中 ，
靠着父亲的务农收入维持生计。

“2013 年我加入旅游行业，见证了
芙蓉镇从冷清到繁荣的过程。”覃小是

景区最早开设抖音账号的，平日里发
的古镇风情、土特产制作等内容，帮助
她吸引了很多粉丝。不少外地粉丝会
直接留言，咨询来芙蓉镇旅游的问题。

现在，嫁到芙蓉镇的覃小，和丈
夫、婆婆、公公都吃上了“旅游饭”。
她的丈夫在景区当保安，公公在猛洞
河当漂流船工，婆婆从事餐饮业。“家
里的收入明显提高了，这几年我们有
了孩子，感觉生活甜蜜且舒心。”

以芙蓉镇为代表，湖南近年来崛
起一批文旅特色小镇。生活在湖南常
德桃花源小镇的山民们，也搭乘文旅
快车，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

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写下千古名
篇 《桃花源记》。如今，在山水实景剧

《桃花源记》 中担任群演，是桃花源小
镇周边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收入
的新路子。

每当夜幕降临，游客们乘船观看
《桃花源记》 实景演出时，当地的村民
们，夫妻同行、母女牵手，抑或是爷
爷带着孙子，悠闲地唱着歌儿从家中
出发，向秦溪河流剧场两岸会集。他
们家里的竹筐、锄头和犁就是表演道
具，自家饲养的鸡鸭鹅狗、猪牛马羊
成了每晚演出中受到游客追捧的动物
明星。

2017 年第一批进组的刘明祥是这
里的“老前辈”了。身形清瘦、步伐
轻盈的他挥动手上的鞭子时，俨然是
桃花源中不问世事的羊倌。当初选拔
演员时，他没想到自己和家中的 20 多
只羊能被导演相中。如今，他每年能
有 4 万多元演出收入，还住进了演艺公
司在剧场附近修建的房子，实现了走
路“上下班”。

“现在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的生活
也 更 富 裕 了 。” 刘 明 祥 笑 着 说 ， 当 上

“演员”后没有再卖羊。“这份工作让
我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期望。”

美了乡村 富了山民
——湖南崛起一批文旅特色小镇

新华社记者 阮周围 明星

“作为一名从畜牧系统退休的老干
部，虽然退休了但不能退岗，我要响
应党的号召，继续在养蜂这个行业发
光发热，为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谱写
一曲‘夕阳红’。”这位语言铿锵有力
的老人叫田克清，今年已经 68 岁，系
桑植县畜牧水产局退休干部。

2016 年 11 月，桑植县蜜蜂产业协
会 成 立 ， 退 休 多 年 的 田 克 清 自 愿 请
战，担任蜂蜜产业协会会长至今。在
他的带领下，桑植县蜜蜂养殖产业规
模 逐 年 扩 大 并 远 销 省 内 外 ，“ 桑 植 蜂
蜜”品牌效益日益凸显。据统计，截
止目前，桑植县蜜蜂产业协会已有蜜
蜂养殖成员单位 58 个，协会会员达 300
多人，蜜蜂饲养量约 8.15 万箱，产值
达 1.5 亿元以上，在全县脱贫攻坚进程
中贡献了重要力量。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田克清始终
坚持扶贫先扶智，着力增强蜂农发展
养蜂的“造血”功能。数年来，他与
同事们跋山涉水下基层、进农户、到
现场，走遍了全县 23 个乡镇的山山水
水，先后举办了精准扶贫养蜂技术培
训 班 197 期 ， 参 加 培 训 人 员 达 18087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对象 15050 人，
累 计 印 发 养 蜂 技 术 指 导 资 料 5.7 余 万
份。如今，桑植县 23 个乡镇已培养了
一批“永久”型的养蜂技术人才，实
现了乡乡有养蜂专干，村村有养蜂技
术指导员，涌现了一大批养蜂大户和
职业蜂农，共扶持、引导、发展蜜蜂
产业新型经营主体 280 个，其中公司 10
个、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1 个、
协会 2 家、合作社 86 个、种蜂场 3 个、
家庭农场 10 个、50 箱以上的大户 168
户 ， 培 育 了 孙 立 新 、 覃 政 兰 、 田 其
龙、杜江、李伊平、肖金梅等年收入
20 万元以上的养蜂大户，为桑植蜜蜂
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在 蜜 蜂 产 业 规 模 化 发 展 的 过 程

中，田克清充分发挥县蜜蜂产业协会
的桥梁纽带作用，经常带领协会技术
人 员 深 入 乡 镇 村 组 一 线 进 行 技 术 指
导，全面加强与各养蜂成员单位、养
蜂 专 业 合 作 社 及 广 大 蜂 农 的 密 切 联
系，使协会真正成为了养蜂人的“蜂
农之家”。竹叶坪乡柳浪坪村是省卫计
委的扶贫村，2019 年，在县蜜蜂养殖
协会悉心培养出的养蜂大户李伊平的
指导下，为全村 182 户贫困户 306 人投
放 中 蜂 500 箱 ， 当 年 即 创 收 达 21 万
元，户平均增收达 1153 元；协会还帮
助龙潭坪镇残疾人覃正兰，在红军村
建立养蜂基地养蜂 186 箱，并在龙潭坪
镇创办了蜂蜜系列产品加工厂，安排
当地 13 名残疾人长期在家门口稳定就
业 ， 加 工 厂 所 生 产 的 蜂 蜜 口 红 、 唇
膏、香皂、护肤霜等系列产品销售到
国内外，得到了消费者和社会的认可。

为确保蜂蜜产品质量，提高蜂蜜
品质等级，田克清带领县蜜蜂产业协
会积极与省食品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
多次会商对接后签订了 《桑植蜂蜜委
托检验协议书》，定期进行各项产品指
标 性 质 量 检 测 。 为 提 升 “ 桑 植 蜂 蜜 ”
地 理 标 志 的 影 响 力 ， 2019 年 8 月 23
日，田克清和协会一班人带着“桑植
蜂蜜”产品参加在长沙举办的“中国
湖南中药材国际会展”；9 月 1 日，“桑
植蜂蜜”又参展中国杭州国际会展，；
11 月 1 日，“桑植蜂蜜”再次亮相长沙
第二届金芒果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博览
会。为了给桑植蜜蜂产业打造一张好
名片，经过努力，田克清成功申报了

“桑植蜂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蜂在舞，花在笑，蜂舞人生夕阳

美。”田克清说，看到桑植蜂蜜养殖规
模从小到大，再到成为全县脱贫攻坚
主产业之一，最欣慰的是让养蜂人脱
了贫还致了富。

蜂舞人生夕阳美
——记桑植县蜜蜂产业协会会长田克清

王仙凤

新华社杭州 6 月 20 日电 （记者 岳
德亮） 为了提升农村地区快递服务质
量，助推农特产品进城，杭州市政府
近日决定深入推进快递“进村”，计划
到 2021 年底实现建制村快递服务站基
本全覆盖。

根据杭州市政府规定，快递“进
村”采取快递企业独立设站或合作设
站，快递企业与村邮乐购点和村邮站
等邮政末端服务网络合作设站，与客
货 运 场 站 和 农 村 物 流 服 务 点 合 作 设
站，与农村服务中心、供销社、电子

商 务 平 台 等 现 有 平 台 合 作 设 站 等 模
式，加快推进建制村快递服务站建设。

同时，杭州将引导快递企业通过
增加服务频次、研发适合农村地区的
服务产品等方式，切实提升农村地区
的快递服务质量。

杭州市政府指出，开展“一县一
品”“一乡一品”农特产品进城活动，
鼓励快递企业研发符合农产品特点的
绿 色 包 装 ， 鼓 励 快 递 企 业 通 过 自 建 、
合建冷链系统服务地方农产品寄递。

杭州推进快递“进村”加速农特产品进城

腊树村“破茧成蝶”
文/图 黄岳云

工作队员 （右） 帮助贫困户王伟通过养殖脱贫致富。

贫困户唐耿松在牛场务工，一年的工资有近 3 万元。

党员示范户王继忠 （右二） 的山羊养殖基地一角。

绞股蓝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