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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张世伟同志先进事迹材料

张世伟，男，1973 年 10 月生，汉族，研究生学历，经

济学博士，副教授，现任保康县委书记。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坚持以脱贫攻坚统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山区干

部群众一块苦、一块干，全力以赴打好脱贫攻坚战。2019 年

4 月，保康正式退出贫困县。在全省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

中保康是唯一一个一直保持第一方阵的县，排名一直位列前

茅，其中，2016 至 2018 年排名全省第一，2019 至 2020 上

半年位居全省第二名。保康的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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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县域经济工作成绩突出单位等

荣誉称号。

绿色发展，打造脱贫攻坚强力引擎

保康是国家秦巴山片区扶贫攻坚重点县、湖北省深度贫

困县和襄阳市唯一的山区县。

“精准扶贫是我们最大的政治，脱贫摘帽是我们最大的

任务，做好了是最大的机遇，做不好是最大的挑战。”他说，

甩掉贫困帽子，必须找准发展路子，才能精准发力。他经过

深入调研后认为，交通落后是制约保康脱贫攻坚的最大瓶

颈。

要想富、先修路。他既挂帅又出征，担任全县重点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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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指挥长，经常深入工地现场办公，多次跑国家部委和省、

市争取政策，促成了谷竹、保宜、麻竹三条过境高速提前建

成运营、保神高速的全线贯通和郑万高铁开工建设，经过多

年努力，保康交通条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

交通变好了，如何把丰富的绿色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

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他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大力实施生态立县、旅游兴县、工业强县战略，推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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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了尧治河、五道峡、

九路寨 3 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依托核心景区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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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美丽乡村，“楚国故里·灵

秀保康”生态旅游品牌价值逐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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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于一体的农旅融合产业园，带火了乡村旅

游，捧红了美丽乡村。全县茶叶、蓝莓等有机产业认证面积

突破 5.7 万亩，“三品一标”认证达到 54 个，建成了全省首

家县级农产品质量可追溯系统，推动了农业提质增效。

加强绿色矿山建设，加快磷化工企业转型升级，打造脱

贫攻坚的绿色引擎。如，马桥镇尧治河村大力推进矿旅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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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矿区变成了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 50 多万

人次，入选了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绿色发展助推了经济实力稳步提升，2013 至 2019 年，保康

县域经济分类考核连续七年位居全省同类县（市、区）第一

方阵。

产业扶贫，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如何才能让贫困群众持续过上好日子，是他最操心的

事。

为找准产业扶贫路子，他经常进乡村、跑农户，到田间

地头，看群众种什么，市场卖什么，坚持因地制宜、市场导

向，探索出了符合保康山区实际的产业扶贫新路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充分发挥旅游、矿乡、山场优势，

建立资产收益、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村集体增收入、贫困群

众得实惠、经营者获利益。对旅游基础好、临近重点景区的

村，支持发展乡村旅游；对山林、土地资源丰富的村，重点

发展茶叶、核桃、蓝莓、烟叶等特色产业，全县实现了村村

有主导产业、户户有致富项目。如，马良镇西坪村发展大虾

养殖、陈家湾村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歇马镇百峰村发展茶旅融

合带动了贫困户增收。

龙头带动、藤上结瓜。建立龙头企业与贫困群众利益联

结机制，创新“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村集体+

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推动小农户与大市场

对接。全县发展省、市级扶贫龙头企业 25 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 925 个，网络贫困户 3 万余人。注重易地搬迁集中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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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产业培育，出台产业配套政策，支持乡镇、村通过建产

业基地、光伏电站、商业门面等方式，持续增加搬迁户的收

入。如，寺坪镇岗子村依托合作社，在集中安置点发展蔬菜

大棚 24 亩、莲藕 80 亩，建光伏电站 1 座，带动搬迁户户均

增收 8000 余元。2020 年，保康被评为全国“十三五”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成效明显县。

同时，还建立了政策直补、资产收益、务工增收等产业

扶贫方式。2016 年以来，保康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幅连续五年位居襄阳市前列。

创新思维，喀斯特地貌地区打出幸福水

保康县七成以上地区属喀斯特地貌，“天上下雨地下流，

雨停三天用水愁”是山区群众吃水难的真实写照，也是脱贫

攻坚的最大一块“短板”。

2016 年 7 月，他到马良镇赵家山村调研，亲眼目睹了村

民吃远水、喝脏水的困境，向在场的干部群众表示：“一定

要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饮水难，让老百姓喝上干净水、安全

水！”他主动担任全县安全饮水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打破

过去挖水窖、建提水站的思维定式，支持马良镇赵家山村打

深井取水，成功找到了充足的地下水源，配套建设自动化水

厂，实行集中连片供水，一举解决了赵家山及周边 6 个村的

安全饮水问题。总结赵家山打深井取水经验，并在全县推广，

先后成功打出深井 10 口，彻底改变了山区群众千百年来吃

水窖的历史。五年来，全县新建饮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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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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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400 个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和 5 个集镇饮水安全问题，

受益人口达 21 万人。保康在喀斯特地貌地区打深井取水解

决群众饮水难的做法被央视报道。

强基固本，坚持以党建引领脱贫攻坚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他只身一人来到贫困山

区，一干九个年头，一心扑在脱贫攻坚上，用苦干实干诠释

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对山区群众的赤诚，用实际行动引导全

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帮钱帮物，不如建个好支部。”他带头履行抓党建第

一责任人的责任，从基层基础抓起，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 100 个，调整不胜任不称职村党支部书记 158 人，提升了

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在襄阳市率先开展选聘优秀村（社区）

主职干部到乡镇工作试点，选聘 7 名优秀村支部书记担任乡

镇党委委员，培养了一大批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红色

“头雁”。

“村集体没有钱，说话就没人听。”他把发展村集体经

济作为基层党建的重点工程，采取产业带动、服务创收、股

份合作等模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了基层组织的

“话语权”。如，歇马镇依托九路寨景区，组织 19 个村集中

资金入股，共同建设茶旅融合项目，每个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可达 10 万元以上。到 2020 年底，全县 60%以上的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到 10 万元以上。

保康摘帽后，他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进一步压实驻村帮扶责任，打造“永不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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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经常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进行暗访督查，不打招

呼、不定路线、不听汇报、不要陪同，直插基层、直奔现场，

用一双大脚板走遍了全县 65 个重点贫困村，发现和解决各

类问题 800 多个，提高了脱贫攻坚成效。

群众脱贫后，如何确保不返贫？他超前谋划，从补短板、

强弱项入手，探索建立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长效帮扶机

制，在襄阳市率先实施主导产业、饮水安全、住房安全及人

居环境、兜底保障、教育资助、健康扶贫等“十三大巩固提

升工程”，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巩固提升脱

贫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