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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张家

界监管分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保险业

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界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12430800

许可证流水号：0261235

业务范围：（一）财产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

财产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

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飞机保险、航天保

险、核电站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

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

险，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财产保险业务，上述

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二）人身保险：个人意外伤

害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团

体短期健康保险，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人身

保险业务，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三）涉外保

险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2006 年 4 月 18 日

住所：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丽景天下（2 期）S1

栋 2 楼

联系电话：0744-821320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张家

界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1 月 28 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张家界监管分局关于换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上接 1 版①）
一 级 做 给 一 级 看 ，一 级 带 着 一 级

干。市四大家主要领导联系四个区县，
市县乡村四级脱贫攻坚指挥部、市县两
级 120 余个行业扶贫部门、911 支驻村工
作队、3.28 万结对帮扶干部，用情用力推
进脱贫攻坚。他们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带领群众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在
永定区合作桥乡，每季度都要开展一
次党员干部遍访贫困户活动，谁家经
济 特 别 困 难 、 谁 家 老 人 有 重 大 疾 病 ，
党委书记陈星等人一清二楚。

市 委 办 驻 村 工 作 队 队 员 吴 凤 庸 ，
刚到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驻村时，面
对 人 生 地 不 熟 的 状 况 ， 他 选 择 最

“笨”却最实用的办法——用脚跑遍每
家每户，用手绘出全村地图。从手绘
地图到心中有图，吴凤庸摸清了全村
情况，吃透了村情民意，解决村民难
题，被群众称为“贴心人”。

省地质院驻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
水田坪村第一书记张刚 2016 年下半年
进 驻 ， 一 台 新 车 从 6000 公 里 跑 到 了
136000 公里，村里 1000 多人个个叫得
出名。

上下同心齐攻坚，不获全胜不收
兵 。 构 筑 制 度 、 责 任 、 力 量 三 大 体
系 ， 不 断 完 善 顶 层 设 计 。 紧 扣 “ 战
赢”目标，高效推动攻坚工作。创新
性 提 出 开 展 脱 贫 攻 坚 解 难 题 “ 四 个
一”活动，即结对帮扶干部需宿村一
晚、在贫困户家中吃一餐饭、为贫困
户打扫一次环境卫生、一起商量帮扶
措施，全力为贫困群众解难题、干实
事、帮真忙。36 名市级领导联系 75 个
乡镇(街道)和 75 个村，3.28 万名结对帮
扶干部分赴各村，夜宿农家，与村民
话家常、寻对策，为贫困村与贫困群
众解决生产生活难题近 8 万个。

今年 2 月，省政府发布批复意见，
同意桑植县脱贫摘帽。至此，我市攻
克了脱贫攻坚最后一个“堡垒”。

合力攻坚 旅游扶贫成样本

干净整洁的院落、风格统一的木
屋、精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淳朴原始
的自然景色⋯⋯每到周末，大山深处
的“苏木绰”，吸引着众多外地游客前
来观光。

“吃上了香喷喷的旅游饭，仅农家
乐一项纯收入达 5 万多元。”对于永定
区王家坪镇马头溪村的建档立卡户全
庆根来说，旅游扶贫让他的日子越过
越好。

“疫情对生意有点影响，但收入也
还可以。”桑植县八大公山镇斗篷山庄

“庄主”刘兴国说。斗篷山村刚开始开
农家乐时，很多人心里也没底。但城
里人见不得“腊肉的晶莹透亮，蔬菜
的清新爽脆，天麻酒的醇厚悠长，火
塘的温暖宜人“，天一转晴就往山里
跑，带火了乡村旅游。斗篷山村农家
乐已经由一家增加到八家。

脱贫攻坚以来，我市坚持“一手
抓旅游、一手抓扶贫，以旅游反哺农
村”，用旅游景点、旅游线路、旅游商
品、旅游就业等方式，激活“美丽经
济”，引导贫困群众融入旅游产业链，
在山水之间逐梦“绿富美”。

“旅游发展起来了，赚钱的门路也
多了。”自从茅岩河九天洞景区开业，
桑植县苦竹河村贫困户瞿春华就在附
近摆起小摊，卖起玉米、红薯等土特
产 ， 每 天 收 入 上 百 元 ，“ 游 客 多 的 时
候，一天能挣三四百。”

2017 年 ， 我 市 制 定 了 《关 于 在
“锦绣潇湘”全域旅游基地建设中发挥
龙头作用的意见》，“三星拱月、月照
三星”的全域旅游格局基本形成。永
定区石堰坪村、马头溪村，将美丽山
水 串 联 成 线 、 成 片 ， 打 造 “ 苏 木 绰 ”
新景，引来了游客，也为贫困群众带
来了致富机会；武陵源龙尾巴村重点
打造民宿产业，吸引 8 万人次国内外游
客到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全村 80%
以上参与到乡村旅游；慈利县南山坪
村 叫 响 “ 南 山 桃 源 ” 乡 村 旅 游 品 牌 ，
可 赏 花 、 摘 果 、 玩 户 外 ， 人 气 爆 棚 ；
桑植县洪家关村与旅行社合作，一次
瞻仰参观、一场民俗体验、一堂革命
故事、一顿红军简餐“四个一”红色
旅游模式风生水起⋯⋯

靠 吃 “ 旅 游 饭 ”， 武 陵 源 、 天 门

山、大峡谷等景区直接带动周边 24 个
贫困村、2.3 万名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年人均增收 1200 元以上；全市 3 条旅
游扶贫产业带和 24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辐射带动了 205 个村、1.86 万贫困
户、6 万余名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 景 点 扶 贫 、 线 路 扶 贫 、 商 品 扶
贫 、 就 业 扶 贫 ， 打 造 了 旅 游 扶 贫 的

‘张家界样本’。”据统计，我市直接从
事旅游业的人数达 10 万余人，带动人
口数达 20 万人以上，旅游扶贫在脱贫
中的贡献率达 40%以上。

2018 年，全国乡村旅游与旅游扶
贫 工 作 推 进 大 会 在 我 市 举 行 。 2019
年，我市旅游扶贫经验走进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部，向世界分享。

致富有路 安居才能奔小康

“赶上好政策，才有好日子！”家
门口就是通往县城的主要道路，往前
坪一站就能直接上车，慈利县江垭镇
佛榻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夏平恒
感觉日子“真是太幸福了”。之前，他
居住在安置点对面的深山里，“从这里
出发，过 200 米的铁索桥，还要再爬 10
多里路的坡。”

我市创新易地扶贫搬迁举措，让
村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生
活好”。从资金筹措、地点选调，到让
贫困群众喜迁新居；从妥善安置贫困
家庭子女就学到贫困户就业；从生活
点滴到基础设施公共保障⋯⋯脱贫攻
坚以来，全市 34698 名搬迁群众，实现
了从“好房子”到“好日子”的转换。

“ 搬 得 出 ” 只 是 初 步 改 变 生 活 条
件 ，“ 稳 得 住 ” 才 能 确 保 生 活 持 续 向
好。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
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
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

我 市 结 合 生 态 优 势 ，大 力 发 展 大
鲵、莓茶、杜仲、葛根、蜂蜜五大优势农
产品，巩固发展区域特色产业，用产业
发展托起贫困群众“稳稳的幸福”。

2016 年，桑植县启动白茶产业建
设，沙塔坪乡以发展白茶为主，构建

“一圈二片三基地”，四年新栽茶叶 3658
亩，改造老茶园 1567 亩，2019 年实现村
村有基地、户户有产业(利益连接）。

同 时 ， 我 市 充 分 发 挥 农 业 园 区 、
龙头企业在辐射带动贫困村和贫困户
脱贫方面的主力军作用，致力于构建
稳 定 脱 贫 、 逐 步 富 裕 的 产 业 支 撑 体
系。目前，全市 358 个贫困村 100%成
立合作社，有产业发展能力、意愿的
贫困人口 100%得到产业扶持，实施各
类产业扶贫项目 7983 个；与新型经营
主体建立持续稳定利益联结机制的贫
困人口达 20 多万人，占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总数的 80.6%。

贫困渐行渐远，幸福真正来临，老
百姓的笑容是扶贫成效最真实的体现。

在武陵源区中湖乡石家峪村，有
一个“心”形图案组成的笑脸墙，这
是村里为老人们抓拍的一组笑脸。69
岁老人向延其说：“党的政策这么好，
俺吃不愁、穿不愁，开心呐！”

在慈利县三合镇关岩村，葱郁的
茶园与贫困户的笑脸相映成画，成为
脱贫攻坚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困难
户夏昌红在扶贫政策和党员干部的带
动下，依靠勤劳的双手种茶卖茶甩掉
了“穷帽子”。

在桑植县龙潭坪镇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走出大山心敞亮，幸福来自
共 产 党 ” 等 字 样 贴 在 崭 新 的 楼 房 上 。
曾 经 的 贫 困 户 文 绍 冬 搬 出 了 山 沟 沟 ，
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脸上的笑容
格外灿烂。

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探索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结合的“合群样
本”，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基地+贫
困户”的发展模式，四个党小组分别
联系四个产业基地，走出了“村社合
一、党群连心” 合力推进乡村振兴的
良性发展的新路子。

“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终点，而是
新 的 奋 斗 起 点 。” 市 委 书 记 虢 正 贵 表
示，当前，张家界正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 十 九 届 五 中 全 会 精 神 ， 接 续 奋 斗 ，
积极推进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
有 机 融 合 ， 增 强 扶 贫 成 效 的 可 持 续
性，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实
现乡村振兴的伟大目标阔步迈进。

（紧接 1 版②） 这个过程很漫长，这个过程很短暂，
很难说再见。”微博网友“易苏台秋浩”发出感慨。

豆瓣网友“颠倒人生”说：“这部电视剧拍出了
商业片的质感，把故事赋予了青春的色彩，将扶贫
的正剧拍得让人沉浸其中。”

“它真的适合所有有故乡情结、还没有放弃梦
想 、 依 旧 相 信 爱 情 的 人 看 ， 它 是 我 们 忙 着 追 逐 成
功，拼命往上爬的遥远来处！”豆瓣网友“林山王 1
号”动情地说。

在剧中，濮泉生、沙鸥等一众青年扶贫干部充
满激情、敢想敢做，引发网友对扶贫的深思。

豆瓣网友“Rosyseas”说：“我感受到了当代青
年 人 的 担 当 和 使 命 。 整 个 大 时 代 被 浓 缩 在 碗 米 溪
村，所有扶贫干部的心血和付出也被浓缩在这一群
青年扶贫人身上，很有 feel。”

“扶贫，不是某一个人的英雄主义，而是整个社
会全方位的参与和努力才能真正实现的结果，看剧
瞬间也感觉使命在肩了。”豆瓣网友“一口吃掉小蛋
糕”如是留言。

错落有致的吊脚楼与万山峰林交相辉映，蜿蜒
的山路与河流相依相靠，在剧中，犹如仙境般的张
家界风景令网友们印象深刻，他们纷纷留言称自己
体验了一次“云游”张家界。

抖音网友“苏苏”说：“下次要去碗米溪村看看，
还要买点莓茶。”微博网友“巴拉傲娇小丝”说，“这部
剧有少数民族风情，有美丽的湘西景色！好剧。”

“第一次看这种类型的剧，风景真的太美了！好
想去看看！”豆瓣网友“蛙喔喔”发出心声，这也是
广大网友的心声，看完 《江山如此多娇》，好想去美
丽的湘西来一趟心灵之旅。

温情朴素，扶贫干部动容

“碗米溪村的故事就是湘源村的故事，是近年来
最 贴 合 时 代 主 题 、 最 大 限 度 还 原 现 实 、 表 演 接 地
气、同时又展现了生活之美的一部靓剧。”永州市文
联驻蓝山县湘源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唐文君认为，这
部剧展现的就是自己的驻村生活。

“我常常为那份浓浓的为民情怀，以及人与人之
间最朴素的温情所打动。”说起 《江山如此多娇》，
东安县水岭乡驻吊牛坪村帮扶工作队干部谭利梅内

心百感交集，她感叹道，“真心希望能通过这部剧，
让大家对基层干部多一分理解和关爱。”

“扶贫一线，青春也是主角。”张家界市永定区
王家坪镇镇政府干部覃琼是 《江山如此多娇》 的原
型人物之一，她说：“看到濮泉生与沙鸥，就像看到
了工作中的自己。有冲劲、有干劲，也有迷茫；有
成就、幸福，也有心酸。这部电视剧把年轻干部的
扶贫经历演活了，剧里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我
们身边发生过。”

吉首市执法局驻矮寨镇排兄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舒峰说：“在电视剧中，濮泉生和沙鸥克服困难，共
同发展产业，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充分把碗米溪
村发展起来，带动村民们脱贫致富，对我们年轻人
而言，是一场生动的教育课。” 在他看来，广大农村
大有可为，今后他也要像濮泉生、沙鸥一样，为实
现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怀化市总工会派驻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岭南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张友鹏透露，在剧中有“摩托书
记”，在通道有“背包书记”，一个背包走村串户不
喊累；在剧中，喜妹成了电商网红，在岭南村，80
后大学生吴春榕返乡做电商，助推乡村旅游⋯⋯他
说：“我感觉这部电视剧就是在讲述我们自己的扶贫
故事，很亲切，很真实。”

湘西州古丈县妇联驻古丈县古阳镇石碧村帮扶
工作队队员鲁岗说：“ 《江山如此多娇》 展示了扶贫
一线工作者用心扶贫的身影。他们把心交给党，把
群众当作最亲的人，犹如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这
片热土。”

“ 《江山如此多娇》 这部电视剧，非常真实、
感人，为我们年轻人追寻新时代青春梦想提供了指
引。人生梦想的主战场，不一定必须是在发达的大
都市，坚守在大山深处，同样可以发光发热。”石门
县南北镇金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李宝军说。

青春洋溢，高校加入“追剧”

《江山如此多娇》 热播，一大批湖南高校学子也
纷纷加入“追剧”大军。

“剧中的沙鸥是一位光鲜亮丽的女记者，细高
跟、艳口红是她生活的日常，成为碗米溪扶贫干部
后，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看着她，我

想起了牺牲在扶贫工作一线的年轻女干部黄文秀。”
湘潭大学 2019 级本科生邱宜说，这些都市丽人的选
择与担当，让自己也很受感染。

“改变世界从来没有盖世英雄，就是这样一个又
一个普通人，因为责任与热血，而选择了这样一项
艰 辛 的 扶 贫 工 作 ， 最 终 促 使 一 个 又 一 个 奇 迹 的 诞
生。”湖南农业大学 2019 级研究生谢典瑾说，剧中的
人物是真正的偶像。

“‘孩子们，你们会不会走出大山，去看看外
面的世界呢？’电视剧中覃老师对孩子们说的这句
话，我的老师也对我说过。” 怀化学院 2020 级学生
黄群透露，他出生在湖南湘西的一个贫困乡村，这
部剧又让他想起了那些挑灯夜读的时光，他说：“繁
华的城市是无数人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但谁又能
说田间地头不是年轻人的奋斗战场？我就选择当一
名教师，毕业后回到家乡，为乡村教育振兴添砖加
瓦。”

“电视剧取景张家界，这不禁让我想起我外婆的
老家。那也是个风景迷人的地方，但是由于贫困闭
塞，只有小孩和老人留守。后来扶贫干部下乡，逐
渐发展起来了旅游产业，带动了整个乡村的发展。”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校 2020 级学生向宇翔说，自己
深受电视剧感染，想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江山如此多娇》 每集片尾的“彩蛋”，展现的
是真实扶贫人物及其扶贫成果，让大学生们更深入
了解扶贫事业。

“第 13 集‘彩蛋’里面的扶贫人物李忠国，就是
我的邻居，我亲身感受到他产业创业脱贫的不易，
也见证了他带领 52 户贫困户村民实现脱贫。”长沙民
政职业技术学院 2018 级专科生黎汉章说，自己也曾
多次赴溆浦、浏阳、龙山等地的乡村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湖南工商大学 2019 级本科生袁榛霞坦言，透过
《江山如此多娇》 中的扶贫故事，她看到了自己的家
乡，也看到了无数有相同处境的乡村，她说：“这部
剧让我看到了它们的希望，更看到了扶贫干部付出
的巨大努力。‘多娇’的不仅仅是江山，更是将年华
献给江山的他们。”（参与采写：莫成 雷小山 宁奎
肖洋桂）

（转自 《湖南日报》）

（上接 1 版③）
不仅如此，老许还学会了制作各种报表，他制

作 上 报 的 孕 产 妇 、 新 生 儿 等 各 项 报 表 ， 准 确 率 达
100％。儿童预防接种工作是农村卫生工作的重中之
重，老许对全村的新生儿都进行认真核查，建卡率
100％。多年来称弯村的儿童接种率均在 95％以上。

同时，许奎民响应国家健康扶贫的政策，也开
始认真在村里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免费为村民
进行健康体检，规范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对于本村
48 例高血压、7 名糖尿病患者，他尤其关注，除了每

3 个月按时上门随访一次，他还经常给这些患者打电
话，在拉家常中积极宣传慢性病预防知识，努力转
变山里群众“重治轻防”的观念，为基层卫生事业
筑好第一道防线。

“十三五”期间，济源卫生健康事业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从 4.49
张增加到 4.9 张，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从 2.78 人
增加到 3.32 人；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从 40 元提高
到 74 元，济源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7.5 岁。

为了更好地守护山里群众的健康，工作之余，

许奎民也从未停止学习的脚步。他一面博览医书、
苦钻医技，虚心向老中医请教，总结出季节性疾病
的有效防治经验和土单验方；一面积极参加上级卫
生部门组织举办的各类知识技术培训，逼着自己不
断掌握最新的医学知识和技能。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我既是一名脱贫攻坚
的受益者，同时又是一名健康扶贫工作者。一路走
来，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济源是愚公精神的
发源地，我也要像愚公一样，努力移走困扰山里群
众的疾病大山，守护好他们的健康。”许奎民说。

在重庆市巫溪县红池坝镇龙台村，小蚯蚓让村
内的不同产业形成了生态循环，让村民看到了产业
致富的希望。曾经深度贫困的龙台村，如今花果吐
香，蜜蜂飞舞，地下、地上、空中的“立体产业”
格局，让全村脱了贫、群众增了收。

龙台村位置偏远，距离巫溪县城 2 个多小时车
程，曾是一个深度贫困村。过去，由于交通不便、海拔
较 高 ，村 里 一 直 缺 乏 产 业 ，群 众 收 入 主 要 靠 外 出 务
工。2018 年，小蚯蚓开始“进驻”这个小山村，悄然撬
动了村里的“立体产业”。

“当时我们去村里扶贫，分析了村里的特点后，决
定发展蚯蚓产业。”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党群工作部
部长陈柯宇说，蚯蚓产业不需要太多劳动力，又可以
消化村里几家养牛户的牛粪，同时蚯蚓粪便又是很好
的有机肥，可以用作田间肥料。而蚯蚓，则可以做成

鱼饵、中药材、化妆品，产生较高的附加值。
当年底，蚯蚓们便“进驻”了村里的 5 个大棚，

村里的 16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成了它们的“主人”。
“我每天过来查看大棚的湿度、温度，给蚯蚓们喂牛
粪。”60 多岁的丁维米曾是村里的贫困户，也是蚯蚓
的“主人”之一，她和村里的几名贫困户每天照看
蚯蚓，每月领一两千元的工资，到了年底还能享受
1200 元的分红。

小蚯蚓，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也让
村民认识到，只有发展产业才能实现增收。在当地
政 府 的 支 持 下 ， 村 里 开 始 大 力 发 展 关 联 产 业 ： 地
下，发展了近百亩独活中药材；地上，种上了 800 多
亩 脆 李 树 。 每 到 春 夏 ， 脆 李 、 独 活 花 开 ， 满 山 芬
芳。村民们又养了 400 多群中蜂，形成了村里的“空
中”产业。

在蚯蚓的牵动下，村里的立体产业形成了生态
循环链：养殖户的牛粪，过去处理起来很头疼，现
在成了蚯蚓的“美食”；蚯蚓产生的粪便，成了脆李
树的有机肥，让结出的果子更好吃、更值钱；脆李
树 和 独 活 ， 又 给 中 蜂 提 供 了 丰 富 的 蜜 源 。 产 业 之
间，一环扣一环，环环受益。

“在‘立体产业’带动下，龙台村村民的收入大
幅增长。2017 年，全村人均年收入仅 7000 元，去年
底，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 1.1 万多元，整村实现了脱
贫，贫困户也全部清了零。”巫溪团县委书记鲁晓光
说，别看蚯蚓个头小，给村里注入的能量却很大。
去年 8 月，村里又新增 5 个蚯蚓大棚，这意味着养殖
户可以养更多牛，脆李树有更多有机肥了，蚯蚓在
村里生态循环链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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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蚯蚓带来了“立体产业”
——一个山村的循环经济见闻

新华社记者 韩振 周文冲 陈青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