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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乡村路上、农家小院、茭白田里……不时传出乡亲爽
朗的笑声，处处呈现一片丰收景象。

去年8月10日，岳西县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全省率先交出脱贫答卷。四年间，10万贫困
户脱贫，65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截至 2018 年底，全县未脱贫的只剩下 790 户 2148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0.59%。回顾脱贫一年，如今的岳西，天蓝地绿，乡村秀美，产业兴旺，群众在小康路上迈出稳健的步伐。

脱贫“组合拳”打通小康路
本报通讯员 徐进群

9月10日清晨4点多，青天乡老
鸭村杨树组王业庆夫妇就早早起
床，给蚕上叶。“今年我家养了3张蚕
种，还有两三天就要上蔟了，现在是
大量吃叶的时候，这几天全家精力
都在养蚕上，不是上山摘叶就是给
蚕上叶。”王业庆说，养蚕是件苦差
事，但来钱快，他家一年养蚕收入不
低于2万元。除了蚕桑，王业庆家还
有 10亩茶园，茶叶年收入3万元左
右，加上种植茭白、发展中药材，去
年他家有十几万元产业收入。

2015年，因为大女儿患大病，花
光了所有积蓄，还欠债十几万元，王业
庆便成了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扶
贫资金的支持和村里指导下，这几年
王业庆家靠发展这些产业，不但自己
脱了贫，还带动杨树组家家户户种茭

白、养蚕。在今年初的全县“三干会”
上，他作为脱贫典型在县里登上了领
奖台，领回了全县脱贫攻坚奋进奖。

与王业庆自主发展产业不一
样，五河镇叶河村通过“公司+村集
体+贫困户”的模式带动贫困户发展
构树。“过去种惯了水稻、玉米，构树
是新兴产业，大家都不愿意尝试，也
没有信心，村里的带动就非常重
要。”叶河村党支部书记叶德新说。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叶河村
率先建立构树基地，打造占地209亩
的“构树生态循环产业园”。建成之
后，一亩地收益将近4000元，种植第
一年就见效。“种一亩水稻最高收入
1000元，种构树是种水稻的四倍，销
售又不用操心，我家也拿出4亩山地
种上了构树。”成功实践后，第二年

村民王焰发也参与种构树。
为推动发展构树，五河镇出台

奖励政策，给予每亩800元的奖励，
另以每斤0.4元的保护价收购构树
叶，确保每亩增收2400元左右。几
年下来，构树产业给五河镇带来近
6000 个劳动岗位，带动贫困户 60
户，户均增收1万元。

脱贫攻坚，产业发展是决定性
因素，内生动力是第一动力。岳西
县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核心举措，
以园区带动、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合
作社带动、经营大户带动、贫困户自
主发展的“四带一自”扶贫模式，因
村因户推进茶叶、蚕桑、蔬菜、林药、
养殖、构树、旅游、劳务、电商、光伏
等“十大产业扶贫”，着力提升农户

“造血”功能。对发展相关产业的贫

困户，岳西县通过验收后，每年对每
户给予2000元以内的资金奖补，规
模发展的贫困户还可以申请扶贫小
额贷款。四年来，岳西县共计发放
产业奖补资金9890.15万元，发放扶
贫小额贷款4.89亿元。

四年脱贫攻坚战，岳西县新兴
产业不断涌现，传统产业加速壮
大。到 2018 年底，全县茶园面积
17.18万亩，桑园面积6.7万亩，高山蔬
菜面积14.4万亩，乡村旅游示范村18
个，农家乐经营户800多户，11402户
贫困户安装光伏电站……实现每个
贫困户有两项以上“长短结合”的稳
定增收项目，每个贫困村有两个以上
特色产业基地，贫困户特色产业收入
达到脱贫总收入的50%以上，产业收
入成了重要的稳定收入来源。

特色产业

挑起脱贫大梁

“易地搬迁感谢国策好，乔迁
新居牢记党恩情。”为了感恩易地
扶贫搬迁政策，去年过年时，居住
在黄尾镇云峰村翠云山居安置点的
贫困户李全友特意请村里的老师写
了这副对联。

今年64岁的李全友是村里建档
立卡贫困户。“以前住在千米高山上
的土坯房里，没有通公路，出行完全
靠步行，去一趟村部得花两三个小
时。”李全友说，现在搬进了翠云山
居的新房，生活方便多了。翠云山
居安置点位于村部旁边，沥青道路
通到各家各户，停车场、绿化草坪、

风景树等设施一应俱全。
像李全友一样，去年，黄尾镇云

峰村、门楼村和平村等22户贫困户
搬进了这个安置点，“过去，这些农
户分散居住在深山，不通路、不通
讯，居住环境恶劣。按照易地扶贫
搬迁政策，安置点由村统一代建，每
户人均25平方米，农户只需拎包入
住。”云峰村支部书记方少文说。

天堂镇实施“易地搬迁+”扶贫
模式，在搬迁点引入扶贫工厂，促进
贫困户增收，实现一人上岗，全家脱
贫。“安置点建在城乡接合部，看得
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搬

迁户不仅能住进楼房，感受到浓郁
的田园气息，还要让搬迁户致富。”
天堂镇纪委书记聂晗之说，搬迁户
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工作、顾家
两不误，事业和家庭双丰收。

在脱贫攻坚战中，岳西县按照
“应搬尽搬、稳定脱贫、效应最大”的
原则，帮助贫困人口“挪穷窝、换穷
业”，四年来共搬迁2147户6838人。

为确保“搬得出、留得住、能
发展、可致富”，岳西县采取“易
地扶贫搬迁+种植养殖、就近务
工、城镇就业、农家乐”等多种模
式，“一户一策”量身制定脱贫方

案，打造一批产业发展增长点、乡
村旅游风景点、集体经济增收点、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四点合一”
的易地扶贫搬迁示范点。每个安置
点都按照“五通”标准和“四净两
规范”工作要求，统筹推进道路、
水电、教育、卫生、文化广场、环
卫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让安置点
环境美起来、路灯亮起来、垃圾装
起来、公共服务优起来。目前全县
60%以上的安置点成了乡村旅游
点，50%以上的安置点所在村成为
省级美丽乡村，30%以上的村成为
省级以上一村一品示范村。

易地搬迁

挪进幸福家园

我市推行简易注销破解企业“退出
难”。一是深化注销改革，简化程序材
料。依法取消企业向登记机关备案清算
组程序，改为企业通过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向社会免费公示清算组信息，不用通过报
纸公告。1-8月，全市简易注销企业2186
户。二是打通信息壁垒，推行一网服务。
依托省企业注销“一网通”服务平台，全面
公开注销流程等信息，实现市场监管、税
务、人社、海关等部门注销业务“信息共
享、同步指引”，注销时间缩短到20天。三
是强化信用管理，完善联合惩戒。对注销
登记弄虚作假的18户企业，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向全社会公示。 监 管

我市推行简易注销

破解企业“退出难”

宜秀区三向发力强化政治监督，压责
任建机制。建立清单管理、规范谈话、报
告备案、督促提醒“四项机制”，推行“一单
一函两谈话双备案”制度，发放提醒函34
份，督促开展廉政谈话270次，报备重大事
项30份，追究落实“两个责任”不力问题5
起。广覆盖频巡察。深入开展政治巡察，
着力发现存在的责任、腐败、作风问题。
已完成4轮25家单位常规巡察和2轮脱贫
攻坚专项巡察，共发现问题385个，提出整
改意见84条。启动第五轮12家区直单位
巡察，推进巡察向村党组织延伸，确保巡
察覆盖率达 70%以上。深嵌入重创新。
向48家区直单位综合派驻3个派驻纪检
监察组，实现区直单位派驻监督全覆盖。
整合派驻力量，加强案件处理，已办理问
题线索13件、立案2件、问责2人。宜 秀

宜秀

强化政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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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宿松县北浴乡坚持以基层党
建高质量引领乡村振兴，扎实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一是强化组织建设，坚强战斗堡
垒。该乡党委积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加大村党组织书记及班子成员的培训力
度，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针对
部分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不强等问题，该乡
积极开展村党建标准化试点，深入实施提
升组织力、提高基层党建质量行动，建设坚
强战斗堡垒。二是打造阵地建设，助推产
业富村。该乡结合党群服务中心功能，丰
富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形载体、拓宽党建文
化宣传渠道。对党群服务中心进行提档升
级，进一步增强为民办事能力。积极引导
一批在外经商人员返乡创业，发挥当地种
养大户“领头雁”作用，采取“合作社+农户”
等模式，整合资源，将脱贫攻坚与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有机融合，重点发展油茶种植、林
下养殖等特色种养产业，不断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彰显乡村新
风。该乡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举办

“道德讲堂”等，及时将党的声音传递给群
众。积极开展“文明家庭”“文明家风”等评
选活动，树立农村新时代新风貌。 张 炫

宿松北浴乡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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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
这是农村群众面临大病的担忧。过
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了脱贫
攻坚的“绊脚石”“拦路虎”。数据
显示，2014年岳西县建档立卡贫困
户36367户 110473人，其中因病致
贫11082户43637人。

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就必须
攻克这个“堡垒”。岳西县全面
落实国家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
病签约服务一批、重病兜底保障
一批的“三个一批”政策，严格
执行安徽省“351”“180”健康脱
贫政策。

在岳西县健康脱贫政策明白
纸 上 看 到 ：“351” 健 康 脱 贫 政
策，是指 2015 年底未脱贫的贫困

患者，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的合规费用，按照县级、市级、
省级不同级别医院，患者只需承
担 3000 元 、 5000 元 、 10000 元 ，
剩 余 部 分 由 政 府 兜 底 解 决 。

“180”健康脱贫政策，是指 2015
年未脱贫的贫困慢性病患者，1个
年度内合规医疗费用在新农合基
本补偿后，再报销80%。

“要不是政策好，很难想象我
现在是什么状况。”中关镇中关村
村民储跃新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孙
子因患癫痫，2017年在安医第一附
属医院住院治疗，总费用175568.24
元，新农合补偿104740元，大病保
险补偿 41080 元，医疗救助 17557
元，个人自付10000元，政府兜底

2191.24元，实际补偿比高达94.3%。
为落实重病兜底保障，让贫困

人口“看得起病”，岳西县在落实
“351”“180”政策同时，出台免新
农合个人缴费部分、住院预付金

“两免”，重特大疾病政府再救助和
脱贫人口大病再救助等政策。截至
2019年7月底，贫困人口县域内就
诊率达到82.8%、贫困人口综合补
偿比达86.79％，贫困人口27种大
病专项救治率达100%、贫困人口家
庭医生签约做到应签尽签，医疗综
合保障体系全面建立，实现贫困人
口基本医疗有保障，有效遏制了因
病致贫返贫状况。

在教育扶贫方面，岳西县健
全资助补助政策，扩大教育扶贫

覆盖面，将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寄
宿生纳入生活补助范围，将县外
就读建档立卡贫困生纳入资助对
象，四年共兑现教育扶贫资金
2.3018亿元，全县义务教育入学率
100%，巩固率 100%，辍学率为
零。“女儿上高中时，每学年有
2000 元的补助，考上大学那年，
享受到 2000 元的‘雨露计划’资
助，每年还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
款和助学金，家里基本不需要掏
多少钱。儿子在学校住宿，每年
有 1000 元的住宿生生活补助，中
午还能吃上一顿政府补贴的营养
餐。”黄尾镇平等村贫困户汪秀对
两个孩子读书享受到的教育扶贫
政策如数家珍。

社会保障

解决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