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 力 攻 坚 奔 小 康
—淅川县2018年脱贫攻坚工作综述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脱贫攻坚又一年。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爬坡过坎的一
年，是集中攻坚的一年，也是硕果累累的一年：

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全省“千企帮千村”

精准扶贫推进会、产业扶贫观摩现场会等相继

在淅川召开或选定为观摩点；攻坚深度贫困、干

部帮扶、教育扶贫等特色做法多次在国务院研

究室内刊刊发，获得汪洋、孙春兰、胡春华等3位
中央领导同志五次重要批示；该县“短、中、长”

生态经济绿色扶贫的特色做法，被作为典型案

例写入焦裕禄干部学院教材，并被省人民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总结刊发，全省推广；脱贫攻坚综

合成效连续两年位居省市前列……

一鼓作气、决战决胜，渠首大地响鼓劲催。

淅川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

心水源区，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河南

省深度贫困县。面对脱贫攻坚和水质保护两大

政治任务，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表示，淅川以党

的建设高质量推动脱贫攻坚高质量可持续,严格
履行保护水源的国家使命，以生态经济为主线，

致力于打造水源、林海、果乡、药库等特色生态

品牌,建立阻断返贫防火墙,实现脱贫攻坚与经
济发展双赢目标。

目前，淅川县“短、中、长”产业集群年综合

产值达 138亿元以上,1/3贫困户实现稳定脱
贫。至2018年底，全县贫困人口减至30041人，
贫困发生率由10.66%降至4.89%。与此同时，
丹江口水库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标
准，陶岔取水口水质达到Ⅰ类标准，既保证了国
家生态水源安全，又打造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

康恒业，实现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

淅川，楚国始都丹阳所在地，“披荆斩

棘，筚路蓝缕”是楚人先祖在这里艰辛创业

开国的精神写照。

淅川，又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

地，半个世纪近 40万人用奉献和牺牲写下了
举世震惊的移民史，“大爱报国、忠诚担当”

的“移民精神”与“焦裕禄精神”、“红旗渠

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一脉相承共同构成

中原大地的精神脊梁。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经历了历史洗

礼和移民迁安的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战中，

继续弘扬移民精神，终日奔波在贫困村的沟

沟坎坎， 察村情、 访民意、 找项目、 办实

事，党的旗帜始终在扶贫一线高高飘扬，“移

民精神”再次光耀丹淅大地，成为凝聚脱贫

攻坚的新动能。

他们是凝聚民心的吸铁石。邢沟村曾是

淅川县有名的软弱涣散村，“两委”班子不健

全，干群矛盾突出，群众上访不断。村两委

换届后，新当选的村支书张晓峰，想群众所

想，急群众所急，多年积案得到平复，干群

矛盾得到缓解，村里的藤条编织和黄粉虫养

殖项目正紧锣密鼓实施。在看似鸡毛蒜皮的

小事中，基层干部一点点拉近了与贫困群众

的距离，成为凝聚民心的吸铁石，贫困群众

发展产业的热情高涨。

他们是产业致富的引路人。九重镇张河

村党支部书记张家祥带领村民发展既涵养水

源又促民增收的软籽石榴，如今，全村 3000
多人，贫困户只有 10户，人均年收入 9200元
以上。金河镇玉皇村党支部书记王红丽，针

对村里樱桃滞销的情况，辗转联系到济南、

青岛等地的客商， 打开了销路， 户均增收

5000元。毛堂乡马沟村是个不足 500人的深度
贫困村，第一书记王浩来村后，多次去外地

考察，决定发展艾草产业，为了让老百姓看

得见、 信得过， 他自己租了村里半亩地试

种，引导村民种植 28亩艾草。
他们是移民精神的新传承。寺湾镇清凉

寺村第一书记胡金中 50多岁了，仍主动请缨
驻村帮扶，白天挨家挨户走访，夜晚开会研

究扶贫项目，直至牺牲在讨论秋粮种植的干

部会上；寺湾镇秦家沟村第一书记侯林勋驻

村不久，妻子也被派到金河镇东升村任第一

书记，由于是移民家庭，4岁的女儿只好送
到外迁在新乡市延津县的爷爷奶奶家；上集

镇大坪村原党支部书记李来华把昔日的省级

贫困村建设成为省、市、县先进村，自己却

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以身殉职，年仅
49岁……

一个个故事感人至深，一份份情怀励人

奋进。如今，淅川大地上，扶贫产业蓬勃发

展，易地搬迁的群众安居乐业，更多贫困群

众在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扶贫政策的普照

下逐渐摆脱贫困奔向幸福新生活，一个个贫

困村在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中迎来巨变。

谈及淅川的发展，杨红忠信心满满地表

示，2019年是淅川脱贫摘帽年，淅川广大扶贫
干部群众将继续弘扬移民精神， 力同心，强

化措施，压实责任，求得脱贫攻坚成果最大公

约数，闯出水清民富高质量脱贫新路。

科 学 统 筹

激发干群活力
淅川县把加强党的建设高质量与脱贫攻坚高

质量有机结合,狠抓作风建设，狠抓责任落实，重点
发挥县四大班子领导的示范表率作用、乡镇党委

政府的组织领导作用、村级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先锋模范作用,打造
永不撤退的扶贫铁军。

注重党建引领，激发干群活力。借鉴大移民工

作经验，淅川县在全市率先组建脱贫攻坚指挥中

心，在全省率先推行并优选 130名后备干部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精选 187名干部担任驻村工作队长，
把脱贫攻坚作为锻炼干部的主战场。创新开展

“弘扬移民精神、弘扬好家风家训，争做最美淅川

人”教育实践活动，评选“最美扶贫干部”、“最美脱

贫光荣户”等先进典型，鼓励贫困群众向榜样看

齐，靠辛勤劳动“摘穷帽”。同时，创新开展“清理

村级财务、清理惠农项目、清理不合格党员、深化

党务政务村务公开”专项行动，净化政治生态。

创新保障机制，狠抓责任落实。做实“五个

一”制度，即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和县脱贫

攻坚指挥中心联席办公会每月研究脱贫攻坚工作

不少于一次，县四大班子领导每月到联乡包村点

推进脱贫工作不少于一次，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每月召开一次现场会，每季度召开一次推进会，且

每次都进行观摩、评比、排序和通报，确保全县脱

贫攻坚工作指挥有力、运转有序、落地见效。建立

逐级述职制度，通过“逐级听、现场查、快交办、督

促改、严追责”五个程序，层层传递压力，倒逼工作

落实。坚持上下同责，探索“5+1”督查问责机制，
专门成立 5个专项督查组和 1个执纪问责组，建立
问题发现、交办、整改、问责等一整套流程，每次督

查结果及时反馈，向乡镇和行业部门通报，对落实

不力、整改不到位的，一律从严追责。

脱贫攻坚是锻炼干部的主战场、检验干部的试

金石。至 2018年底，该县先后评选各类先进典型
1100余人，提拔重用扶贫干部 130余人，5名被评为
“明星”和“功勋”的村支部书记享受了副科级待

遇，极大地提振了党员干部的精气神。累计督促

整改问题 1200多处、公开公示党务村务 7500多项，
先后党政纪处理 113人，组织处理 16人，警示约谈
110多人次，基层信访量下降 30%，拧紧了责任链、
打通了执行链、凝聚了强大合力。

淅川集山区、库区、移民区、贫困区于一

体，土地贫瘠，交通不便，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

方人。该县高起点谋划，制定易地扶贫搬迁

“路线图”，坚持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扎实推

进易地扶贫搬迁。

在谋划易地搬迁之初，该县就提出易地搬

迁要统筹考虑产业配套问题，不能单打一地就

搬迁抓搬迁，要与房地产去库存、旅游开发、美

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打好“组

合拳”，实现一举多赢。

淅川县长杨红忠告诉记者，对搬迁进城贫

困人口实行“三不变、一自愿”。“三不变”，即

原有耕地不变、林地权属不变、享受的惠农政

策不变；“一自愿”即户口迁移自愿，搬迁进城

半年后，愿意享受城市户口待遇的，即时办理

户口迁移。

目前，该县易地搬迁工作全面完成。全县

已建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37个（靠县城 4
个，靠集镇 9个，靠园区 8个，靠景区 16个），搬
迁贫困人口 19813人，占河南省易地搬迁人口
的十三分之一、南阳市易地搬迁人口的近一半

搬到了新家园。

搬得出只是第一步，怎样让群众有事做、

有钱赚才是关键。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和自然生态环境，淅川县深入实践“两山理

论”,短、中、长三线产业项目相结合，以短养
长、以长促短、长短互补。

短线产业全面覆盖。该县实现特色养殖、

中药材、光伏和生态助力贷、务工对贫困户全

覆盖。目前，全县贫困户户均 1亩虾、1亩药，
光伏产业全覆盖，带动贫困户年均增收 1.3万
元左右。同时，通过技能培训、劳务输出等，所

有贫困户都能找到就业门路。

中线产业蓬勃发展。全县已引进培育龙

头农林企业 65家，扶持农民合作社 1152个,创
建家庭农场 916家,发展生态产业 30余万亩,林
下套种面积达 50%左右，户均 1亩以上果园，2
年内将进入盛果期，户均年增收 6000元以上。
长线产业做大做强。以 5A景区创建为载体，

积极推动农旅、林旅、体旅深度融合。目前，全

县共建成旅游重点乡镇 10个，旅游重点村 36
个，乡村旅游产业园 40个，农家乐和特色民宿
500多家，年接待游客 500多万人次，辐射带动
1600多户贫困户年均增收 5000元以上。另外，
仅 2018年，该县举办中国·丹江徒步越野挑战
赛等大型体育赛事 6次，不仅提升了淅川的知
名度，也带动 1000余贫困群众参与赛事外围服
务，人均增收 3000余元。

同时，该县还紧紧围绕贫困村、贫困户退

出标准，打通行业政策落实“最后一米”，保证

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夯实基础建设。累计投入 10亿元以上，开
建环库路、西十高速等支撑性交通项目，修建

县乡村公路 630余公里，解决 6万多贫困人口
安全饮水问题，完成 200余项单项电网改造任
务，依托省豫广网络，架设光缆 2700多公里，基
本实现贫困村“户户通电视、村村通宽带”、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

重抓健康扶贫。率先启动医保救助工程，

2018年，又专门设立社会救助、特殊医疗救助
基金，列支 500万元，对经过“四次报销”和第
五次社会救助报销，仍无力承担个人医疗费用

的特困供养贫困户和低保贫困户，实行第六次

兜底报销，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题。

强化教育扶贫。连续三年投入教育均超

过 7亿元，为 3万余名贫困学生发放资助金
3000多万元，成立助学基金会，先后筹措资金
402万元，资助贫困大学生，全县没有一个孩子
因贫困而辍学。同时，该县又加大贫困群众技

能培训力度，确立南阳信息工程学校为“精准

脱贫技能培训班”基地，发放“雨露计划”资金

110万元，使 550余人掌握了实用技能。
做实企业帮扶。依托“百企帮百村”活动，

240家企业与 275个行政村结成帮扶对子，投
入资金 5000万元，实施项目 180余个，惠及贫
困户 2万余人。创新电商扶贫。建成南阳规模
最大的县级电商产业园,借助京淅对口协作等
平台，让淅川优质农副产品走向全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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