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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策论·区县 GOVERNANCE STRATEGY

地处湖北西北部，生态环境优良、

自然资源富集，保康过去却端着“金饭

碗”过“穷日子”，被定为国家秦巴山

片区扶贫攻坚重点县、湖北省深度贫

困县。

党的十八大以来，保康县深入践行

“两山”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大力推进生态立县、旅游兴县、工

业强县，加快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夯实

脱贫奔小康的经济支撑，走出了一条具

有保康山区特色的脱贫攻坚路子。

连续六年，保康县域经济综合实力

居全省同类县（市、区）前列，全县贫困

发生率由 53.6% 降至 0.06%。2019 年

4 月，湖北省政府正式批准保康退出贫

困县序列，全县整体脱贫摘帽。同年 7

月，保康代表湖北省接受 2018 年度贫

困县退出国家抽查。在抽查的 3 个县

中，保康县是群众认可度最高的县，群

众认可度达到 98.55%，高质量通过国

家抽查。

聚焦全域旅游强支撑

活生态旅游。坚持政府主导、市场

运作、企业主体、社会参与，构建“县城

+ 核心景区 + 风情小镇 + 美丽乡村”

金字塔式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加快

核心景区建设，尧治河、五道峡、九路寨

创建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依托核

心景区开发，注重服务设施配套，规划

建设了两峪、龙坪等八大风情小镇。突

出产业支撑，融入文化创意，力推“一镇

一节”“楚国故里·灵秀保康”生态旅

游品牌价值逐步彰显。2019 年，全县

的游客接待量、旅游综合收入分别增长

18.2% 和 14%。

强特色农业。坚持以工业化理念

谋划农业产业化，推行“公司 + 基地 +

合作社 + 农户”的经营模式，依托绿色

产业基地，打造集观光、休闲、采摘、体

验于一体的农旅产业园区。全县茶叶、

蓝莓等有机产业认证面积突破 5 万亩，

“三品一标”认证达到 51 个。加强农村

电商服务体系建设，依托全县 171 个电

商服务站点，与知名电商企业合作建立

网上商城，上线本地农产品 30 类 200

多个品种，推动农业从卖产品向卖商品

转变。

优绿色矿业。加强绿色矿山建设，

加快磷化工转型升级，推进矿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绿色矿业成为强县富民的支

柱产业。比如，尧治河村过去挖矿破坏

绿色发展助力“楚国故里”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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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环境，为了留住绿水青山，他们主动

摆脱路径依赖，探索由磷矿开采向多元

发展转型，坚持矿开到哪里、环境就治

理到哪里、景点就建设到哪里，让昔日

满目疮痍的矿区变成了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每年吸引游客多达 50 万人次，

成为脱贫攻坚示范村和“中国山区幸福

村”。2019 年 11 月，尧治河村被授予

国家“两山”创新实践基地。

鼓群众腰包。建立紧密的群众增

收与产业发展利益联结机制。通过直

补到户、龙头带动、资产收益、入股分

红、旅游带动、转移就业等六大模式，拓

展贫困群众的增收渠道，做到每一个有

劳动力的家庭都有一个以上致富产业

或项目。2019 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13132 元，比 2015 年增

加了 3967 元，年均增长 10.8%。

聚焦基础设施补短板

易地搬迁补增收短板。保康沟壑

纵横、人多地少，全县有 3.3 万人生活

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高寒山

区。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坚持同步

配套基础设施、同步完善公共服务、同

步培育脱贫产业。在全县 474 个集中

安置点全部配套水、电、路、广播、电视

等基础设施。在集中安置点配套公共

服务用房、公共厕所、农具房、猪栏、菜

园、文化广场等。根据集中安置点人口

规模，配套产业发展资金，支持乡镇、村

建产业基地、光伏电站、商业门面，把扶

贫资金、承包地经营权等转化为股金和

资本，让搬迁户搬得出、稳得住。

深井取水补饮水短板。保康七成

以上的地区属喀斯特地貌，“天上下雨

地上流、雨停三天用水愁”。为解决饮

水难问题，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大胆探索在喀斯特地貌地区打深井取

水，配套建设自动化水厂，实行集中连

片供水。先后筹集资金 2.9 亿元，在全

县成功打深井 10 口，新建各类饮水工

程 2600 多处，铺设管道 5803 公里，解

决了 65 个重点贫困村、166 个一般重

点村、474 个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和马

桥、后坪等 5 个集镇的饮水安全问题，

受益人口达到 21 万多人，改变了山区

群众千百年来吃水窖的历史。

“互联网 +”补医疗短板。全县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口占30%。通过“互

联网 + 医疗”，建成市、县、乡、村四级远

程医疗服务网络，覆盖全县 3 家医疗机

构、14 家乡镇卫生院和 280 家村卫生

室，治疗费用“一站式”结算，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

整合民政、卫生、医保政策，在全县实行

“985”健康扶贫政策。“9”即对全县农

村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县内住院经城乡

居民医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后，

个人实际报销比例补齐到 90% ；“8”即

对慢性病县内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医疗

费用，经城乡居民医保报销后个人实际

报销比例补齐到 80% ；“5”即对年度

个人实际负担医疗费用控制在 5000

元内。

聚焦文明创建增活力

绿色创建增颜值。坚持科学布局、

组群发展，优化拓展城镇发展空间。大

力实施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双轮驱动，

城区面积新增 3 平方公里，城市形象

发生了蝶变。深入开展厕所革命、农村

垃圾和生活污水处理、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工程，涌现出了一大批美丽乡村，尧

治河、格栏坪被评为“中国最美休闲乡

村”，创建国家级生态镇 1 个、省级生态

镇 8 个。持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

林、封山育林、精准灭荒工程，全县森林

覆盖率达 80.3%。先后获得全国文明

县城、全国绿化模范县、国家卫生县城、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等荣誉称号。

文化小康富脑袋。坚持一手抓物

质扶贫，一手抓精神脱贫，既富口袋、富

脑袋，还要富万代。在湖北省率先开展

文化小康建设，通过典型宣传、示范引

导、帮扶鼓励等途径，加强贫困群众思

想教育，教育引导他们克服“蹲在墙根

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的思想。大

力开展技能培训，通过开展政策宣讲、

农村科技、实用技术培训，提高贫困人

口的技能素质；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启动“智慧保康·文化小康”项目

建设，“村村响”“户户通”建设实现全

覆盖。比如，店垭镇大林村盲人郭大

荣，他在勤劳致富的同时，带动周边 40

多名贫困群众发展产业，实现了稳定脱

贫，入选了“荆楚楷模”“中国好人榜”。

文明实践提气质。深情讲好扶贫

故事。统筹推进县融媒体中心和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精准传播党

的声音，讲好保康脱贫故事，先后选树

了孙开林、廖道明、郭大荣等一大批脱

贫攻坚先进典型，激励全县人民脱贫攻

坚斗志。深入开展志愿服务。在云上

保康设置“文明实践栏目”，建立“群众

点单、中心制单、层层派单、志愿者接

单、群众评单”机制，接受线上群众点单

1200 多单；全县 280 支志愿服务队围

绕“传、帮、讲、评、乐”五种方式，积极

开展理论宣讲、文体服务、扶贫济困、乡

风文明、禁渔禁捕等志愿服务 3500 余

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