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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康推进精准扶贫后续帮扶
全县贫困户产业奖补资金7000万元已提前预拨到11个乡镇

近日，保康县财政局拨付的
全县贫困户产业奖补资金7000万
元人民币，已提前预拨到 11 个乡
镇。这是保康县全面推进精准脱
贫后续帮扶及巩固提升工作的一
个缩影。

保康县财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全县实际拨付统
筹 扶 贫 资 金 3.67 亿 元， 占 比
72%。并从整合资金扶贫专户中

安排资金 9327.58 万元，保障了
产业发展、危房改造、安全饮水
等重大项目顺利进行。

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全县严
格按照“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
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
摘监管”的要求，做到工作精力、
资金投入、政策支持、帮扶力度
“四个只增不减”。

为了确保贫困户稳定脱贫

不返贫，保康县出台《关于全面
推进精准扶贫后续帮扶及巩固
提升工作的意见》，大力实施主
导产业、安全饮水、住房安全及
人居环境、兜底保障、教育资助、
健康扶贫、金融扶贫、农村交通、
就业创业、电商扶贫、网络通信、
“三留守”关爱和抓党建促脱贫
等“十三大巩固提升工程”，坚
持将巩固提升工程与乡村振兴

统筹谋划、一体推进，进一步巩
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实施产业巩固提升工程，大
力发展特色支柱产业，到 2020
年，有劳动力、有发展意愿的贫
困户拥有 1 项以上持续稳定增收
的致富产业，每个村有 1 至 2 项
主导产业，全县特色产业基地面
积达到 80 万亩以上。

实施安全饮水工程，通过加大

资金投入，加快重点项目建设，确
保农村饮水安全。到 2020 年，全
县农村饮水安全集中供水率达到
85%以上，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0%
以上，水质达标率达到100%。

实施住房安全及人居环境巩
固提升工程，到2020年，建立完
善的房屋安全动态监测机制，实
行移民搬迁与危房改造相结合，
确保群众住房安全。� 陈泉霖 / 文

郑万高铁保康段将于 2021 年底建成通车。通车后，保康到襄阳只要 18 分钟，到武汉 1 个半小时。 
图为合龙后的郑万高铁天池大桥。 陈泉霖 / 摄

丰收节里分红忙 产业发展乡村旺

关爱三留守 共筑健康幸福家园梦

“下面，请合作社社员代表
宦吉良、魏金志、黄立奎……上
台领取红利。”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社员
分红大会在保康县马桥镇横溪
村药材产业园拉开序幕。保康县
禾丰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社员们齐聚一堂，分享种植红
利。

“我今年卖了 2000 多斤苍
术，收益将近 4 万元，今天分到
了 4000 多元红利。”刚刚上台
领取红利奖励的魏金志抱着大
红包激动地说。

今年 53 岁的魏金志是罗家
山村三组贫困户，2018 年他们

一家 5 口从山上搬到了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开始了新生活。当
年 9 月，一直“单打独斗”种植
药材为生的魏金志加入了禾丰
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式开
启了他的专业化药材种植之路。

“我种了十几年药材了，这
几年赶上国家精准扶贫好政策，
种药材还有产业奖补，每年按人
头能拿到 10000 元的补助，这让
我更有信心发展药材产业。”魏
金志说。

“我有种药材的手艺，但
是技术上肯定还是跟不上合作
社的规模化、专业化种植模式，
加入合作社以后，从种苗培育到

施肥、用药都有合作社专业指
导，我的苍术质量和产量都更高
了。”自从加入了村里的合作社，
魏金志也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
种植大户，他的药材种植之路越
走越稳。

近年来，马桥镇将发展药材
产业作为贫困户稳定脱贫增收
的重要举措，引进企业建立药材
产销链，现已形成苍术、白芨、
柴胡三大拳头产品。

据悉，该镇今年新发展药材
面积8000亩，总面积达1.8万亩，
可带动 2000 余户贫困户实现稳
定脱贫增收。�
� 赵硕 / 文

近年来，保康县将“三留守”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
女）关爱保护工作放在重要位
置，坚持家庭尽责、政府主导、
全民关爱、标本兼治的原则，民
政、妇联、团委、教育等部门协
同配合，切实把“三留守”关爱
工作落到实处。

保康县民政局、县妇联、团
县委联合建立《保康县农村“三
留守”人员关爱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大力推进农村“三留守”
人员关心关爱阵地建设。

充分利用村（社 区）互助

照料中心、居家养老中心、农村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党员活动
室等公共服务设施，确保留守人
员有活动场所。

教育部门牵头，县妇联争
取项目资金，在全县51所学校、
13 个村委会（社 区）、1 个乡
镇文体中心及 1 个爱心企业建
立了 66 个留守儿童“爱心服
务站”。

在落实国家对留守老人普
惠政策的基础上，保康县民政局
从2019年 1月起，对登记在册、
建立台账的 2809 名留守老人全

部纳入团体意外险投保。
从 2019 年 12 月起，对登记

在册、建立台账的留守儿童全部
纳入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留守妇
女纳入“女性特定疾病保险”保
险，保险金由县民政局负责筹措。

具体标准为：留守老人按每
年 60 元 / 人投保，可享受 6000
元保险赔偿和 1000 元医疗费；
留守儿童按每年45元/人投保，
可享受 67000 元保险费；留守
妇女按每年 25 元 / 人投保，可
享受 12000 元保险金。
� 赵硕 刘敏 / 文

百米深井为脱贫注入活水
“今年，我这 60 亩烟叶毛

收入 16 万多元，5 亩辣椒净赚 2
万多，栏里还有5头大肥猪……”

12 月 4 日，保康县马良镇
赵家山村村民杨培林，细数今年
的好收成，笑得合不拢嘴，心里
乐开了花。

谈起这一切，杨培林打心眼
里高兴：“这都要感谢县委县政
府给村里打了井，通了自来水！”

赵家山村山大坡陡、沟壑纵
横，是喀斯特地貌有名的缺水
村。缺水成为制约赵家山村发展
的桎梏。

2017 年 3 月，时任县长、
现任县委书记张世伟借鉴石油
钻井的办法，决定在赵家山村打
井取水。

说干就干。2017年4月12日，
宜昌鲁瑞水处理设备公司打井团
队，利用核磁技术，在赵家山村
地下483米，成功打出了幸福水。

2017 年 8 月， 投 资 330 万
元的赵家山村水厂竣工投用。从

此，赵家山、苏家寨等村 2000
多人彻底告别了吃水难。

“看着自来水哗哗地流，那
感觉像是在做梦。”今年 72 岁
的村民赵文美感慨，是党委政府
的关怀，让乡亲们喝上了甘甜的
自来水。

如今，保康在喀斯特地貌地
区推广打深井取水模式，成功打
深井 10 口，实施安全饮水工程
476 处，解决了 19.3 万人的饮水
困难问题。

通了自来水，赵家山村在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路上越走越顺，
村民的日子变得越来越红火。

“终于用上水冲式厕所了，
以前建了室内厕所，没水只能成
摆设。”杨培林说，有了水源，
他家流转土地发展烟叶60亩，种
植辣椒5亩，每年出栏5头肥猪。

“通了自来水，全村户户有
了致富项目。”赵家山村党支部
书记赵祥华说，2018 年底，人均
纯收入达 13868 元。� 陈泉霖 / 文

异地搬迁贫困户实现家门口就业
“以前我是‘两头难兼顾’。

在外打工顾不了孩子，回家带孩
子就上不了班。搬迁后，通过政
府引荐，我在家门口超市上班，
既照顾了孩子，每个月还能挣一
两千块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12 月 6 日，正在货架旁整
理商品的黄堡镇水田坪村村民刘
芳欣喜地说。

刘芳的新居位于保康县黄堡
镇前后海安置小区，这里居住着
全镇易地扶贫搬迁人口 27% 的
村民，来自全镇的 360 户 1293
名贫困群众在这里住进了幸福
居，过上了新生活。

为让搬迁贫困群众住得稳、
住得舒适，前后海安置点在完善
小区基础设施设备上下足功夫，

一切以方便群众为目的。同时，
引进投资 8000 万余元，建设了
酒店和大型超市，带动 200 多贫
困户实现家门口就业。

“感谢政府为我们创业发展
创造了良好环境，今年 9 月皮鞋
加工厂开办以来，和我一样在此
务工的有 30 多人，每月有 1800
多元的收入。”�花栎树包村搬
迁贫困户李海志说。

李海志口中的“扶贫鞋厂”，
就是今年 9 月 26 日建成投产稳
扬鞋面加工厂。该厂由花栎树包
村返乡人士周加红夫妇投资兴
办，该工厂的开办极大满足了群
众“挣钱、脱贫、顾家”三不误
的需求，真正让村们在家门口就
能增收致富。� 赵硕 / 文

保康县两峪乡易地搬迁集镇集中居民安置点。 陈泉霖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