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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章荣获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王建球作事迹报告

石峡村：万亩竹海的“红色引擎”

        中国新报湖南讯（通讯员 刘从武 李明华 李
富军）10 月 17 日上午，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
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全国脱
贫攻坚 101 名获奖个人和 39 个获奖单位进行表彰，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荣获“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
新奖”，是湖南省唯一获先进组织奖单位，另有
杨淑亭 ( 女 )、胡喜明、刘祖治等 3 名先进个人获
奖，宜章县委书记王建球等 6 名获奖代表作先进
事迹报告。
        宜章县是国家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开发扶贫
攻坚县，人口多，底子薄。总人口 65.48 万人，
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89814 人。近年来，该
县把扶贫作为民生底线，重点强化产业帮扶、健
康扶贫、就业扶贫、兜底保障等措施，发动社会
扶贫，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该县产业扶贫按“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
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
思路，累计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6.2 亿元，引进、
培植产业扶贫项目 680 个，2.8 万 人通过发展产
业脱贫，实现了由依靠政府领导向依托市场引导，
由依赖财政资金向依托社会资金，由单一农业产
业向三产融合发展“三大转变”。
        该县扶贫小额信贷建立县、乡、村三级金融
扶贫服务中心（站），确保“贷得到、方便贷”，

明确信贷管户员、产业指导员、科技特派员、电
商销售员进行“一对一”服务；建立红黄蓝绿四
个预警等级，乡镇和放贷银行按照“五步工作法”
（宣传提醒到位、全面排查预警、及时化解风险、
合理缓释风险、分类处置逾期），确保“还得起、
主动还”。目前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10698 笔 4.37
亿元，贷款余额 2387 笔 0.94 亿元，获得贷款的
贫困户占有效授信户数的 58.4%，贫困户获贷率
居全省首位。
        积极推行“互联网 + 社会扶贫”模式，运用
中国社会扶贫网联结各界爱心人士的一对一帮扶，
成功对接贫困需求 23663 例，对接率 82.9%。宜
章县好人协会组织对接帮扶 749 户贫困户，动员
社会各界捐款捐物 2000 余万元，帮助解决贫困群
众实际困难 3.8 万人次。
        2018 年宜章累计完成 71457 人脱贫，80 个
贫困村出列，贫困发生率降至 0.87%，满意度达
98.16%，实现整县脱贫摘帽。2019 年 5 月 23 日，
全国扶贫小额信贷工作会议在宜章召开，国务院
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评价宜章“创新工作的方法和
路径”，国务院扶贫办全文转发宜章《创新三招
破难题 干出脱贫新天地》的经验做法。扶贫小额
信贷、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中国社会扶贫网 +
好人军团的“宜章模式”在全国推广。

 中国新报讯 ( 特约记者 唐海林）千里大别山逶
迤至此，步入矾山镇万亩竹海：向前，望不到首；向后，
看不到尾；抬头，是陡峭的山峰；俯首，是无尽的苍翠；
耳旁，是呼啸的山风；脚下，是广袤的大地。

       被竹海包围的石峡村，守着 2249 亩田地，
16000 余亩绿水青山的山林，然而，多少年，这种美
丽却“养在深闺无人识”。

        石峡村，战争年代是战略要地及新四军的
游击区，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上
海渡江的必经之路，亦称“红色之路”、“解放之
路”。为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矾山镇以“党
建引领 +”项目助力建设美丽宜居新家园。

        过去由于路不通，石峰峡谷、山泉溪水、
巍峨叠翠、天然氧吧等，石峡村独天独厚的自然禀赋，
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守着“金山银山”受穷，拥有
4300 人口的石峡村，到外打工的青壮年占人口总数
的一半。2019 年 5 月，镇、村两级力量“下沉”一线，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走出了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的新路子。

        几年前，这个坐拥万亩竹海的山村，到处
是崎岖的泥路和破旧的房屋。今年伊始，矾山镇政
府先后投入 300 多万元资金，充分利用“红色引擎”，
为石峡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要想富先修路”，5 月份施工，历时 4 个
月鏖战，一条长约 3000km 的水泥路，蜿蜒凸现在石
峡村。如今，沿着这一条神奇的“天路”步入“蟹形地”，
山中大道曲径通幽，身旁竹林摇曳生姿。世代生活
在这里、73 岁的程章笑着对记者说道：“水泥路通了，
泊油路也修到家门口，刮风下雨脚上再也沾不到泥
巴。”

        海拔 486 米、云雾缭绕的釜顶山下，路畅通、
工程建设进来了，与程章老人一样，喜上眉梢的还
有洪光林夫妇。

        在深挖池塘，修建堤坝、护坡旁的涵洞旁
边，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忍俊不住向记者倾诉：“整
治后地面没有鸡屎，地表的污水经过沉淀流向池塘，
对水环境没有影响。”接着，他们还笑着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自“整治”活动以来，在家门口“打工”，

编竹器、干杂活，一年下来家庭至少会增加 2 万多
元的收入。

        村靓了，民富了，石峡村的喜人变化，这
场旷日持久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活动，把矾山人永
远镌刻在群山竹海的丰碑上。

        蟹形大塘，史称老大塘。始修于明、清代，
兴修于 1958 年，为打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仗，“石
峡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办公室”就坐落在古老的塘
边。今年 8 月，矾山镇党委政府进一步进行扩修规划，
在塘面上修建了水上平面景台，塘中间修筑了一座 3
孔拱桥，水面置养了芙蓉花。这蟹形的水上明珠，
为建设美丽乡村和打造乡村旅游文化，为石峡村点
缀了一道山清水秀的风景线。

        “厕所革命”让“方便”更方便，“垃圾革命”
让垃圾变资源，亲历这种变化，“整治”活动给老
百姓带来许多实惠。

        北京回乡的张根言给记者算了一笔增收明
细账：“路直接通到家门口，万亩竹海里的竹子编
织成竹器，保留的民宅、与民俗文化不光丰富了乡
民的生活，还迎来许多外地客……”

        矾山镇在建设中，坚持一村一策、规划先行，
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坚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先废旧、后购买的原则；培养乡土工匠，植入乡土
文化；让群众成为创建主体，加强管护和运营，实
现“产业强、乡村美、农民富”目标。

        入夏以来，安徽省久旱无雨。为让主题教
育落实到实践中，矾山镇政府出实招，从“小切口”
介入，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镇党委书记何兵
有时间就走村串户，余能友、沈承华等领导每天开
启“白加黑”模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庐江县、镇、村三级党委和政府矢志奋斗的方向。

        老天抠门不“洒水”，加剧石峡村的旱情。
保护水资源，把解决山区群众的旱情作为出发点，
2019 年 8 月，在镇党委、政府关怀重视下，石峡村
在蟹形自然村庄内的水井碾坊当家塘，俗称“井宕”
塘，也称“龙井”塘旁，重新修建了景台与绿化带。
此举，不仅改善了民生、缓解了旱情，让一年四季
泉水不断、从不干涸的“龙井”重新焕发生机，形
成了“留住乡愁”最美的天际线。

        “吃水不忘挖井人”。人们感谢共产党，
为此，当地老百姓将“龙井”当家塘称之为“思源塘”，
真正成就了“汩水长流”。

        一物一景：水声和鸟声、竹影和云影，相
看两不厌。昔日“脏乱差”，今朝美如画。这万亩
竹海的美丽蝶变，让石峡村成为人来了就不想走的
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