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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奋力开拓发展新局面
——专家学者干部群众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

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夏去，秋至，一个个乡村，一幅幅丰收图。
8月21日，在宜章县五岭镇沿江村，

漫山的葡萄，满村的笑脸，点缀最绚丽
的秋，充盈着记者的眼。

“来来来，买葡萄！”
“甜不甜？”
“吃了就知道，不甜不要钱！”
……
沿江村，宜章县绕城东线穿村而

过。路旁，一顶简易帐篷内，64岁的村
民肖贤达热情叫卖。而在一问一答之
间，肖贤达又向路人兜售了5公斤葡萄。

“我们这的葡萄，甜得很，好卖，今
天卖了有200多斤。”

“今年家里的 4 亩葡萄剩得不多了，
卖了有3万多元喽。”

葡萄熟了，荷包鼓了，是沿江村最

大的喜和乐。
往村中走，一个个葡萄园里的一座座

“葡萄屋”，在阳光的映照下泛起银色的波。
“我们这的葡萄甜，这个‘葡萄屋’功不

可没！”当地葡萄种植大户肖建喜告诉记者。
“葡萄屋”，其实就是用薄膜盖顶的

遮雨棚。在沿江村，第一个建“葡萄
屋”的正是肖建喜。

2018 年，肖建喜做起实验，给四五垄
葡萄建造了“葡萄屋”。当年秋天，葡萄成
熟，一对比，效果出人意料——与露天种
植相比，“葡萄屋”里的葡萄更大更甜。

“这两年，村里95%以上的葡萄园建
了‘葡萄屋’，保证了葡萄品质，价钱也
卖得更好。”肖建喜说。

沿江村，地处五岭镇南部，辖19个
村民小组，有 855 户 2915 人，盛产葡

萄、杨梅等农副产品。
沿江村的葡萄甜，可有多少甘甜，

就有多少辛苦。
沿江村牛栏门口，20 多亩葡萄园，

倾注了肖建喜一家人的全部心血。
2008 年，因为车祸，肖建喜在医院

整整躺了一年，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
蓄，还欠下了一身债务。后虽经治疗，
但他的右腿还是落下了残疾。

2009 年出院后，肖建喜不想拖累家
人，决心自食其力，于是流转了20多亩
山地，开垦果园，种植葡萄。

“起初开园，到处都是毛竹，挖竹根
就挖了一年；后来栽葡萄，我是趴在地
上栽。”

“像现在，每天凌晨两点半左右，我
和爱人就打着手电筒开始摘葡萄。为了

让客人吃到最新鲜的沿江葡萄，我们每
天是订多少摘多少，当天摘当天卖。”

20 多亩葡萄园，年产值 60 余万元，
重新站立起来的肖建喜感慨万千：“现
在，真的是苦尽甘来！”

沿江村的葡萄甜，沿江村民的日子甜。
沿江村村委会，百年古樟下，摆放

着一篮篮葡萄，香气四溢。分拣，装
箱，四五个村民忙不赢，村主任肖新勇
也加入了“战斗”。

“这些葡萄，广州客户订的，总共
300件，晚上要发货。前几天，这位客户
在这买了些葡萄，吃过之后说很好吃，
所以又来订购。”肖新勇说。

一旁，58 岁的村民肖兵兵做事霸蛮
得很，先是坐在矮凳上做事，后来索性
一屁股坐在地上做起事来。

“我下午送来了 400 多斤，卖了有
2000多元哟。”肖兵兵乐呵呵地说。

肖兵兵是沿江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爱人身体长期有病，治病欠债 10 多万
元。2015年以来，在镇村干部的帮助下，
他家种植了800多蔸葡萄，每年收入三四
万元，从此摘掉了穷帽。 （下转2版①）

沿 江 村 的 喜 和 乐
□ 郴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军 通讯员 陈月月

什么是小康？小康在哪里？
这几年，记者每次到农村做扶贫报

道，都会和老乡聊聊这个话题。答案向来
五花八门：

小康就是搬迁社区的新房子，是家门
口的新工作，是第一次自驾远游的新鲜劲
儿。小康在娃娃们的课本里，在农家乐的
餐桌上，在夜晚的广场舞里……而在陕南

秦巴山区的柞水县金米村，脱贫户陈庆海
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小康，就是收
获满满！”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们对
小康的期许种种，发自不同维度，立体朴
素而又真实可感。脱贫攻坚正是要为这
幸福清单上的小目标一一打上“对勾”。

老乡们的获得感是裁量小康建设的

一把“金尺子”。为了答好这份考题，党的
十八大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
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第一书记或驻
村干部到一线扶贫。他们用汗水浇灌泥
土，用真情沉淀芳香。如今，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成就，是对这份辛勤付出的最好
慰藉。

小康考卷里有时代的烙印，答案也从

来不是一成不变，但唯有这把“金尺子”从
未改变：老乡说好，才是真的好。干部想
考出高分，就要从群众不同时期、不同阶
段最迫切、最渴望解决的问题入手，从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想在
前、干在先。

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决战决胜的
关键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即将迎来

“交卷”时刻。但这并非终点，而是又一个
新起点，还有无数新的考题摆在眼前。

对新时代的干部而言，纵然考题难度
不断升级，但只要坚持从百姓视角出发，
拿着老乡获得感这把“金尺子”去补短板、
强弱项，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一
定能够交出让“阅卷人”满意的答卷。

老乡获得感是裁量老乡获得感是裁量小康建设的小康建设的““金尺子金尺子””
□ 新华社记者 陈晨

郴州日报8月25日讯（通讯员 白培生 颜石敦
廖阳钧 邓和明）日前，笔者在嘉禾县塘村镇甘田凹
麻冲岩种养合作社看到，一排排红心柚硕果累累，一
头头生猪膘肥体壮。目前该合作社种植红心柚 480
亩，年出栏生猪1万头以上，带动163户贫困户脱贫。

嘉禾县原有贫困村 28 个、贫困户 5727 户 16825
人。近年来，该县以“人人有技能、户户有产业、村
村有基地、全县有特色”为目标，大力推行“绿色
化、市场化、品牌化、产业化”兴农扶贫路子。出台
相关政策，对带动作用强的合作社和企业给予信贷支
持、专项奖补，对贫困群众发展产业进行扶持，有效
解决经济实体缺资金、贫困户无致富门路、银行惧贷
的局面。

该县从县内挑选佳禾米业公司、甘田凹麻冲岩种
养合作社、宅侯贡米公司等25家资产雄厚、经营前
景好、抗风险能力强的经济实体，与全县贫困户建立
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参与分
红。其中，佳禾米业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经
营模式，对接帮扶贫困群众 1449 人，免费提供种
子、技术，并以高于市场价20%的价格收购产品，有
效促进了贫困户增收。

嘉禾县大力实施“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工程，
积极引导 28 个贫困村成立 93 个农民专业种养合作
社，鼓励贫困群众参与经营和管理。通过先富带后
富，一个个贫困户成为种养能手，成功摘掉贫困帽。
目前，全县建立规模种养基地28个，种植烟叶、水
稻、药材等 1.5 万亩，年出栏生猪、牛、羊 6 万头。
晋屏镇宅侯村 （宅侯贡米） 获评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逸香烟叶合作社获评国家级示范社。

截至2019年底，嘉禾县28个贫困村全部实现脱
贫出列，累计脱贫 5424 户 16144 人，贫困发生率由
2018年的0.84%下降为去年的0.19%，剩余贫困群众
将在今年底全部脱贫。

嘉禾产业引领脱贫路

郴州日报8月25日讯（全媒体记者
王路莎 实习生 王娅萱） 8月25日，市委
常委会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易鹏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
书记、市长刘志仁等市委常委会会议成
员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杜家毫8月19日至20日在郴调研
时的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8月24日全省
市州委书记市州长座谈会精神，审议了《郴
州市中心城区购房契税奖励操作细则》。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以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为指导和引
领，按照杜家毫书记在郴调研时的系列
指示和全省市州委书记市州长座谈会精
神，扎实做好郴州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
期的各项工作，切实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确保今年各项
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要坚定不移贯彻

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从
郴州实际出发，贯彻落实到以“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和绿色发展”为主题的国家可持
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创建工作中，贯彻
落实到产业承接转移、产业招商引资中，
贯彻落实到产业、企业安全发展、高质量
发展中，贯彻落实到郴州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和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中，贯彻落实到
郴州的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中。

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抓紧抓实当
前的重点工作。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民生民本
任务，全市上下要高度重视“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工作，要回顾总
结脱贫攻坚工作中好的成效、好的经
验，进一步巩固提升发展好、落实好杜
家毫书记提出的“六覆盖”要求，加强
对各项民生指标、小康指标的调度，确

保脱贫成效可持续，确保实现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进一步做好防汛
抗旱工作，做好水资源的调配，保水节
水，确保用水安全，防止水事纠纷，干
旱时适时人工增雨，但也要防止局部地
区暴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要做好湘
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做到精准识别，
坚持标准，引导退捕渔民转型，妥善解
决退捕渔民生计问题，谋划好长远生产
发展。要抓实粮食生产和收购工作，严
格落实先检后收，相关部门要做好测土
工作，建设郴州粮食生产的安全区，确
保粮食应收尽收、农民利益应保尽保。
要强化风险防控，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防范政府债务和民间融资带来的风险、
污染防治的不稳定性风险以及招商引资
征地拆迁等遗留问题带来的风险。要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牢牢绷紧这根
弦，宣传倡导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

活习惯，督促大家养成良好的防疫习
惯，把疫情防控中形成的群防群治、联防
联控、网格化等好机制继续坚持发扬下
去。要守住“六稳”“六保”底线，竭尽全力
确保今年经济社会发展有好的效果。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责任落实。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发挥
各级领导的表率示范作用。进一步加强
基层组织的建设，将杜家毫书记在郴调
研时提出的要求，与我市为贯彻落实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出台的扎实推进基层
治理的若干措施、开展的“抓党建强基
础化矛盾促和谐”活动结合起来抓好落
实，进一步发挥党的组织体系作用，强
化社区、乡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治
理水平。各级党委政府、各单位和部门
要履职尽责，做好各自的工作，积极主
动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确保实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会议召开
易鹏飞主持并讲话

郴州日报8月25日讯（全媒体记者 朱俊铃 通
讯员 朱光远 杨 浪） 8月25日，汝城县第二届“红
土地 红辣椒”文化旅游节开幕。活动现场签约销售
辣椒产品4.9亿余元。其中，繁华食品有限公司现场
成交辣椒酱26160吨，价值2.3亿余元；鑫利食品有
限公司现场成交辣椒酱 2160 万瓶，干辣椒 460 万公
斤，价值2.6亿余元。

汝城县位于湖南省东南部，与广东、江西接壤，
有“毗连三省，水注三江”之美称，是红军长征“半
条被子”故事发生地、第一面工农革命军军旗诞生
地、湘南起义策源地，也是北纬25°辣椒种植黄金
地段，是朝天椒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湖南特色农
业小镇 （辣椒小镇）。汝城气候非常适宜辣椒生长，
出产的辣椒因色泽漂亮，口感好，深受全国各地消费
者的喜爱。

近年来，该县将辣椒产业与脱贫攻坚相结合，以
“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模式，带动农户种植辣
椒，并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大力发展辣椒种植及其
加工产业，开拓出了一条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化、以
产业化引领现代化、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道路。2020
年，全县辣椒种植总面积 12.6 万亩，预计产量可达
24万吨，加工产值达11亿元。其中，免费发放辣椒
种苗给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辣椒1.7万亩。

此次辣椒文化旅游节共举行了五大主题活动，包
括文艺演出、辣椒基地游园体验、吃辣挑战赛、辣椒产
品购销签约、辣椒文化交流等精彩内容，来自全省的
1000余名游客、客商、网红、美食家和20多家媒体
记者共同见证了此次“红土地 红辣椒”文化之旅。

据悉，下一步，汝城县还将积极探索农旅结合发
展模式，围绕“农业+旅游+互联网”，拓展特色农业
和现代生态观光农业，切实提高农业产业链收益，努
力推动文旅融合、农旅互动、商旅一体创新发展。

汝城第二届“红土地 红辣椒”
文化旅游节开幕

现场签约销售辣椒产品4.9亿余元

每天早上6时许，安仁县华王乡东桥村就开始打
捞基围虾了。从水中提起笼子，活蹦乱跳的基围虾很
快被客户“瓜分”。8月19日，养殖基地负责人曹军
华说，这里的基围虾全身半透明，煮熟后微甜有嚼
劲，深受客户欢迎，除了预订送货，每天下午都有人
慕名前来基地购买。“现捞现卖，很新鲜。市场上好
多人听说是我们的虾，都抢着要。”

从7月中旬第一批基围虾上市开始，基地20多亩
水面，至今已产出近6000公斤基围虾。“今年养了20
多亩，有两批，好的话，今年产量能超过 1 万公
斤。”曹军华说。据了解，第二批基围虾将在中秋节
前后上市。

如今，基围虾已有巴掌长，这是东桥村的基围虾
头一年大批上市销售。往前数四年，东桥村养虾的

“战斗史”可称不上一帆风顺，水没调好、停电、涨
水……一点意外，都可能让养虾人一年的努力付诸东
流。“还是技术不成熟、管理不严谨，之前有八九户
一起养，产量一直上不去。” （下转2版②）

淡水养殖基围虾
专心敲开幸福门

□ 郴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婧雯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

时 评

8月25日，桂东县沤
江镇三洞村的村民黄运明
在晒玉米。今年，黄运明
种植了1亩玉米、3亩锦
锈黄桃、5 亩中稻。其
中，锦锈黄桃收入 6 万
元，现在，黄运明正忙着
收玉米，他说：“今年是
个丰收年，估计可收入8
万元。”

（通讯员 邓仁湘 摄）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