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倩

“党建+”筑牢脱贫攻坚压舱石

脱贫攻坚是一场持久战,需要绵绵
用力、久久为功。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市城管委系统不断强化党建扶贫的引领
作用，下好党建脱贫“先手棋”，全系
统建立“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常态驻村
工作机制，选优配强驻村工作队员。

走进“十三五”自治区级贫困
村——— 桂林市全州县黄沙河镇竹下村，
但见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容环境整洁
卫生；村文化广场上，村民们或锻炼身
体，或带着孩子尽情嬉戏；广袤田野
上，随处可见农民们劳作的身影。说到
如今的生活，村民们幸福感、获得感满
满。

贫困村竹下村实现脱贫摘帽、华丽
变身，得益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红
色引擎”作用，以抓党建促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为脱贫攻坚不断注入动力和活
力。

“ 2018 年驻村时，我们最发愁的
是如何开展支部学习。因为那时党员活
动室只有 10 多平方米，还缺桌少凳、
墙壁霉潮。 60 余名党员每次来，有一
半是站着挤着的。现在好了， 2019 年
竹下村脱贫摘帽了，我们有了新的办公
楼和党员活动室，里面桌椅齐全、宽敞
明亮，开展支部学习再也不用为场地发
愁了。”日前，在近 60 平方米装饰一
新的党员活动室里，市城管委系统驻村
第一书记侯守刚高兴地说。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有效
破解贫困村党组织缺场地、管理难等问
题，驻村书记及时把困难向上级政府和
后盾单位市自来水公司领导汇报，得到
了政策和资金支持。

市城管委系统在开展脱贫攻坚中，
坚持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
有机结合，狠抓支部标准化、信息化、
规范化建设。按照新建活动场所 1000
元/平方米、改扩建 700 元/平方米的标
准建设，仅 2018 年便投入 70 万元，
用于改造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目前，竹
下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已建好，有力解决
了村级阵地“无旧小”问题，贫困村党
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不断强化。

与此同时，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市
城管委系统通过“党建+”帮助村子不

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探索创新
“合作共赢”“资源开发”“资本运
营”等发展模式，实现了集体增收和群
众致富的“双赢”发展。“从金槐、水
稻、沃柑、养鸡、养牛等产业发展，再
到村集体经济的成功转型，保证了村集
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风险小，收益稳
定，还可以吸纳贫困户就业。”竹下村
党支部书记唐棋勇说，“通过实施‘党
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我们
村 112 户贫困户顺利摘下了贫困‘帽
子’。”

完善基础设施，为贫困村铺

就“脱贫路”

“有了稳定的收入，我们的生活变
好了，已经脱贫了。”走进桂林市全州
县文桥镇紫岗村，只见村庄的道路硬化
了，路灯亮起来了，村委会修缮一新，
群众的脸上挂满笑容。

全州县文桥镇紫岗村，属于广西
“十三五”贫困村。该村多以山地为
主，占三分之二的农户住在山区，自然
环境较差，资源缺乏，设施落后，通往
各自然村的道路多是泥巴山路，且坑坑
洼洼，交通极不方便，导致村民群众脱
贫致富存在诸多困难。

“要致富，先修路”。 2015 年 10
月以来，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成为全州
县文桥镇紫岗村的帮扶单位后，认识到
村里基础设施滞后是整村脱贫奔小康的
“拦路石”。对此，经过几年的努力，
在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的帮扶下，在上
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下，该村已投资 266 万元对百仁村委
周家圩至紫岗村委石乌龟自然村公路、
百仁师子塘至紫岗村委陶田屋自然村公
路、紫岗村委道叉路口至陈家湾自然村
4 组公路进行了全面硬化；投资 20 万
元对石乌龟自然村村内道路进行全面硬
化；投资 39 万元在铜江自然村建成一
个文化娱乐场所；投资 192 万元使 4
个自然村连通通往村委公路进行硬化；
投资 60 万元解决刘家自然村和瓦窑冲
自然村人畜饮水问题；投资 50 万元对
瓦窑冲、白竹源、石乌龟稻田引水进行
三面硬化。协调村委投资参股到镇大米
加工厂，作为村委企业解决空壳村问
题；帮助引进总投资 1000 多万元的先
进企业洋田粮油有限公司为紫岗村委的
示范基地，鼓励该村贫困户以入股投资
分红或务工的形式参与进来；投资建成

约 400 亩金槐和杉树的村集体经济
林；请县农业局到村委对贫困户进行培
训，扶持村民种莴笋，养牛养羊产业等
等，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在 2013 年前，兴安县兴安镇石坑
村村内村外道路设施差，严重制约着石
坑村的经济发展。为改善村内道路通行
状况，市环卫处领导班子心系贫困村的
发展，了解到村委在道路硬化工程上存
在困难，以及群众出行方便的迫切需
要，捐助了 26000 元购买 96 . 25 吨水
泥材料帮助村委加快道路“硬化”，并
想方设法调协市县有关部门的帮助。
2016 年 10 月，石坑村最后一条通村路
圆满竣工，改善了石坑村的交通环境，
提升了建设新农村的条件，方便了群众
生产生活。村民常感叹道：“如今的石
坑村交通四通八达，从村里到县城，路
上所花时间不到 15 钟；村民的农产品
不用再千辛万苦拉去县城卖，坐在家门
口就有客户上门收购柑橘、葡萄、鸡、
鸭等农产品，一点不愁卖啦。”

鱼渔兼授，精准施策强产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了完善
的基础设施，还需要激发贫困村的内生
动力，让产业成为贫困村脱贫致富的有
效途径。对此，市城管委系统驻村扶贫
干部纷纷行动起来，因地制宜把准脉，
找准脱贫攻坚“靶心”，大力推动贫困
村发展特色产业。

陶家行政村地处桂阳公路旁，距离
桂林市区约 30 公里，下辖西头、岩
前、陶家 3 个自然村， 2015 年底精准
识别后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03 户。陶
家村因人均农业占地面积少、洪涝灾害
多发、自身发展力不足等因素制约了发
展，被列为自治区级贫困村。该村于
2018 年底实现贫困村出列， 2019 年
底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
降至 0 。

陶家村山清水秀、地理位置优越，
如何利用好它的优势，助力脱贫攻坚？
市城管委下属市排水工程管理处驻村工
作小组围绕“ 2020 年打赢脱攻坚战目
标”的总体要求，在准确吃透村情民意
的基础上，帮助贫困村制定脱贫规划，
全面协调政策落地，积极探寻致富路
子。

在陶家村，荷花种植有悠久历史。
驻村第一书记吴承东在征求村民意愿
后，决定从荷花种植入手，发展属于陶
家村的特色扶贫产业。

2016 年，吴承东组织 20 多名贫
困户村民代表前往平果、贵港学习考
察。村民们在学习经验后，开展产业发
展的热情也大大提高。当年陶家村流转
土地共 500 余亩，每亩土地获得租金
约 300 元。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
营，降低了贫困村民经营风险和生产投
入，荷花种植收入已超过种粮收入。大
力发展经济效益可持续的荷花链产业，
带动了本村的乡村旅游。陶家村乡村旅
游的发展同时也带动陶家村村民种植荷
花的热情，形成“荷花效应”、良性循
环。

“荷花经济”初具规模后，在吴承
东的带领下，陶家村成立了村民合作
社，利用扶贫政策和贫困户自有的土
地、技术等资源，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采取“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
营模式，逐步摸索出一条集“莲藕种
植、莲子采摘、农业观光、农家乐”于
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之路，引导周边
100 多户农民参与莲藕种植与发展休闲
观光产业。 2016 年，陶家村被评为

“大埠乡乡级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
贫困户龚长元于 2016 年种植荷花

15 亩，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年收入
4 . 5 万元。贫困户李凤兰种植荷花 10
亩，年收入 3 万元，获得 4000 元贫困
户产业扶持的奖补，于当年实现了脱
贫。这些真实案例，充分表明荷花种植
产业聚带效应助力脱贫是切实可行的，
这也为陶家贫困村开发乡村旅游奠定了
基础，加快了贫困村脱贫摘帽速度。

2015 年 6 月，陶家村第一届“荷
花艺术节”隆重开幕。在 2015 年的第
一届“荷花艺术节”的持续影响下，陶
家村艺术节逐步扩大规模。目前陶家村
委有特色产业种植荷花 500 多亩，每
年吸引观光游客约 11 万人次，实现农
业旅游收入每年约 120 万元，带动了
21 户贫困户实现脱贫。一条荷花引领
下的扶贫之路由此形成并越走越宽。

用真情办实事，解困纾难暖人心

驻平乐县同安镇旺塘村第一书记李
有航是市城管委系统派驻的扶贫干部。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发现旺塘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共有 275 户,其中有
85 户贫困户 238 人正在享受低保，一
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暂时无法享受到低
保。在得知这一现状后，李有航及相关
帮扶人员为他们重新梳理资料，打电话
问询相关办理机构，成功为 10 户 22
人未脱贫的困难贫困户、 6 户边缘户
和 3 户监测户申办了低保,让他们能够
及时享受国家扶持政策。

以前的旺塘村没有路灯，针对这一
情况，李有航立刻将现状汇报给市城市
照明管理处相关领导，处里立刻派人来
村里对相关路段进行考察后决定，为村
里免费安装 44 杆路灯，合计 30 万余
元。

多年来，市城管委系统凝心聚力，
积极发挥后盾单位力量，切实解决贫困
户的实际困难。市城管委派驻扶贫一线
的干部，从始至终都设身处地为当地村
民考虑，想村民之所想，急村民之所
需，用真心真情办实事，温暖贫困户的
心。

每逢节假日，市城管委系统都开展
“送温暖”慰问活动，让贫困户切实感
受组织的温暖。在入户走访的过程中，
帮扶责任人与帮扶对象拉家常，详细了
解生产生活情况和帮扶需求，不仅密切
了关系，掌握了贫困户的相关信息，也
明确了下一步帮扶工作重点，为确保脱
贫攻坚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2017 年，陶家村贫困户龚运仕种
植的 25 亩冬瓜全部滞销。市排水工程
管理处的干部职工慷慨解囊，大量购买
“爱心冬瓜”，解决了冬瓜滞销的难
题，龚运仕也实现了脱贫摘帽。 2019
年 1 月，市排水工程管理处发起购买
“爱心橘子”倡议，解决贫困户腾木桂
家橘子的滞销问题。广大干部职工积极
响应，在短短两天时间里，共购销橘子
1665 斤，筹得爱心款 4112 .5 元，为腾
木桂解了燃眉之急。 2019 年，市排水
工程管理处在陶家村开展消费扶贫助力
脱贫攻坚活动，带动 8 户贫困户销售
红薯、芋头、萝卜、南瓜、干笋等各类
农产品 3586 斤，为贫困户增收 10218
元。 2020 年初，我国被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在口罩资源紧缺的情
况下，市排水工程管理处赠予陶家村
500 个口罩，让陶家村防疫一线上的人
员有了安全保障，也给全村带来打赢这
场防疫阻击战的信心。

(本版图片均由市城管委供图)

深推做实、精准发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 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决胜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近年来，市城管委党组聚焦职责使命，始终把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作为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重大

决策指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和最大

的主责主业，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深推做实、精

准发力，扎实推进各项脱贫攻坚任务，取得了实质

性成效。截至目前，该委结对帮扶的 6 个贫困村已

全部实现整村脱贫， 164 名干部结对帮扶的贫困

户 186 户 682 人全部完成了脱贫摘帽“双认

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后续工作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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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委党组书记、主任刘祖军(右排右二)率队在全州
县文桥镇紫岗村开展脱贫攻坚调研和帮扶指导工作。

▲市环卫处扶贫干部在石坑村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 2019 年
1 月，市城管委
下属市排水工程
管理处发起购买
“爱心橘子”倡
议，解决贫困户
腾木桂家橘子的
滞销问题。

▲市城管委下属市自来水公司以党建促脱贫攻坚工
作，帮助全州县黄沙河镇竹下村新建了党员活动室。

▲ 2018 年大埠乡陶家村村民赠送市城管委下属市排水工程管理处锦旗。

▲市城管委下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扶贫干部走访
桥板村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情况。

市城管委
下属市城管支队
扶贫干部帮助村
民修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