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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攻坚看桃源

马鬃岭镇：

村规民约纳新俗
环境整治出成效

本报讯（通讯员 江航宇）“我们每天都会进行打扫，
自己住的地方，得收拾干净、利落了才觉得舒服，其实这
也是我们自己定的村规民约。‘认真做好包卫生、包绿
化、包秩序，共同维护村庄整洁’，大家共同遵守，养成了
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做到这般呀！”走进马鬃岭镇刘炎村
大路坪组农户李耀喜的厨房，让人感觉眼前一亮，没有
华丽的装修，但是特别干净，他家的鸡舍，也是干净到一
尘不染，阳光照进来，没有臭烘烘的鸡屎味，反而让人感
觉特别温暖。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启动以来，马鬃岭镇本着“抓常、
抓长、抓细”的原则，将农村道德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相
结合，通过召开村民委员会、“乡村夜话”群众座谈、党员
大会，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并举手表决通过，将环境整治
的内容纳入了新村规。目前，全镇8个村（居）均完成了
村规明约的修订，刘炎村村规民约还成功入选“湖南省
优秀村规民约100佳”前36强。

群众自己定规矩，自觉去执行，“约”出了村民们共
同遵守和认可的行为规范，“约”出了“接地气”的文明新
风尚，顺利实现了广大村民从“要我干”到“我要干”的思
想转变，共同致力于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来。

兜底保障让困难群众“有底”

“如果不是搭帮政府，我都不知
道这几年能不能撑过来……”2012
年，32岁的邓正文被确诊为肝硬化晚
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30多万元的
医药费用把本不富裕的家庭变得一
贫如洗、负债累累，基本生活都成问
题，每月还需几百元的药费，还有即
将上小学的儿子、同样患病不能工作
的妻子。得知情况后，桃源县民政局
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将一家三口纳入
低保，让一家人基本满足吃饭和吃药
的需求。同时，教育部门每学期为孩
子提供500元教育补助，很大程度解
决了孩子的上学问题。

“决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桃
源县民政局聚焦对象识别精准度，深
入排查“漏保”问题，加强与县扶贫办
数据比对，对建档立卡贫困对象中未
纳入低保的重病、重残对象进行了逐
户排查，对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重度
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参照单人户纳入农村低保范围，确保
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全部
纳入低保保障范围，实现应保尽保、
应兜尽兜。2019年1月1日起，对全
县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保障水平进行
提标：城市低保保障标准由去年的
510 元/月提高到 550 元/月，月人均

补助水平由350元提高到360元；农村
低保保障标准由去年的330元/月提
高到 350 元/月，月人均补助水平由
180元提高到200元；农村特困供养对
象补助标准由2018年的5150元/年提
高到5500 元/年；城市三无对象由去
年的 8000 元/年提高到 8600 元/年。
截至9月，全县共发放城乡低保资金
3687万元、特困供养资金4017万元。

特殊关注让缺爱孩子“有爱”

“ 这是翦爸爸给我买的新书
包……”10岁的庄萌萌翘着小嘴唇高
兴地捣鼓着崭新的小书包。这个本
应该撒娇的女孩，却因为父母双双服
刑而变成了没人管没人爱的“孤
儿”。父母服刑后，家里的亲戚没有
一个愿意做她的监护人，乡民政办翦
主任主动担起了临时爸爸的职责。

15岁的刘明和刘亮是桃源县剪
市镇的双胞胎兄弟，5岁的时候父亲
患白血病死亡，母亲在父亲死后丢下
兄弟俩外出一直未归。这样的孩子
桃源县有248个，有64人事实无人抚
养，他们不是真正意义的孤儿，不能
享受孤儿每个月800元的救助，但是
他们的处境和孤儿一样艰难。“我们就
是他们的父母，是他们的亲人……”桃
源县民政局及时伸出援助手，率先对
这类“事实孤儿”进行生活救助。通
过多方筹资，每月为事实无人抚养的
64名事实孤儿发放生活费400元，对

96名贫困儿童每人每年发放临时救
助金2000元，为11名年满18岁在读
大学生孤儿每人每学年发放助学金1
万元。该局还对特殊对象不定期地
开展救助，今年为刘氏两兄弟申请了
4000元临时救助款。

临时救助为“雪中”群众“送炭”

今年7月，县民政局和县财政局
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加大
对急难人员的救助力度，帮助因遇突
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意外
事故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困难群众
度过暂时性生活困难。今年共实施
临时救助 6258 人次，发放救助资金
947万元。救助流浪乞讨人员258人
次，护送流浪救助对象返乡 18 人
次。通过募集慈善资金救助重病、重
残及家庭突发重大变故的特困对象
162 人，发放救助金额 110 多万元。
困难群众受惠于党和政府民生政策
的同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普
遍提升。

多形式养老替天下儿女“尽孝”

桃源县民政局积极探索多形式
的养老模式，满足不同老年人的养老
需求，目前全县基本形成了以居家养
老为基础，以社区养老为依托，以乡
镇养老设施建设为支撑，以社会资本

投入为补充，覆盖“县、乡、村（居）”三
级的养老服务网络。全县共有农村
敬老院42所，公办养老机构（县社会
福利中心）1 所，民办养老机构 3 所，
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
院、五保之家、互助幸福屋、养老服务
示范点等基层养老服务设施124个。

漆河镇重阳村日间照料中心是
是全村800多名老年人的幸福家园，
村老年协会负责中心日常运营，部分
为老年服务项目采取低偿收费，确保
中心的长效运营。每天上午 9 时至
下午 4 时，老人剪纸、下棋、玩牌、唱
歌、阅读、健身等，有义工为老年人端
茶倒水；中午，老人可以在此就餐。
觉得腰酸腿痛时，可以进保健室刮刮
痧、拔拔罐，保健医生还会给年纪大
的老人量血压、测体温。对于身体不
太好、行动不便的五保老人，日间照
料中心的15名义工轮流上门去老人
家打扫卫生，陪他们聊天。中心还成
立了木马口片老年人活动中心，片区
组长+志愿者负责日常管理，根据片
区实际，开展“邻里助老”活动，上门
为老年人开展帮助老年人维权、解决
老年人矛盾纠纷，定期看望分散供养
的五保老人、重病重残贫困老人、留
守老人等。日间照料中心与片区活
动中心遥相呼应，基本实现了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活动村级全覆盖。

多形式多途径养老模式的开启
为老人扣开幸福之门，为儿女尽一份
孝心。

为弱势群众筑就温馨的港湾
—— 桃源县民政局为民办实事纪实

□本报通讯员 郑莉

30余万元假冒伪劣产品被销毁
本报讯（通讯员 龙一平 刘琼）近日，桃源县集中销

毁一批假冒伪劣食品和假冒伪劣商品，销毁物品货值约
30余万元。

10月份起，桃源县市场监管局牵头，联合公安、教
育、农业农村等多部门开展了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
动，各部门按照职责展开了拉网式检查和联合执法行
动，查处假冒伪劣食品、农村及校园周边“三无”产品和
其他假冒伪劣产品等，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这次销毁的物品包括变质大米4吨、假
冒茅台酒72瓶、假冒五粮液22瓶、食用油42桶、过期变
质药品120盒等，销毁物品数量约6吨，有效地震慑了食
品安全违法犯罪。

258名流浪人员获救助
本报讯（通讯员 李进军）10月20日晚，桃源县民政

局社会救助事务中心会同枫树乡民政办、枫树乡派出所
对一流浪男子进行处置，并护送到医院进行及时救治，
还帮助男子找到了家人。这是该局扎实开展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工作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桃源县民政局为切实做好流浪乞讨人员
的救助工作，一方面建立了民政、公安、城管协同处理常
态化机制，一方面加大主动救助力度，每天开展早、中、
晚3次巡查，劝导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中心
接受救助，并送上矿泉水、方便面、面包以及衣物等生活
用品，保持救助热线电话24小时畅通，确保求助人员及
时得到救助。今年以来，救助中心为258名求助人员提
供了救助服务，护送18名受助人员回家，为6名长期滞
留无户无名智力障碍人员完成落户手续，并将人员移交
给县社会福利院纳入特困人员供养。

12家“僵尸型”社会组织被注销
本报讯（通讯员 廖亮）近日，桃源县民政局行政许

可办联合县教育局社管办，对12家“僵尸型”社会组织
办理了注销登记。

据了解，桃源县共有社会组织306个，停办转办、合
并、未积极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有72个，县民政局将分
批次对此类社会组织进行清理整治。近期，县民政局行
政许可办联合县教育局社管办对县教育局担任业务主
管单位的社会组织进行联合检查，发现有12家社会组
织因停办转办、合并、未积极开展活动等相关原因，已无
法与法定代表人取得联系。联合检查组通过与当地学
校对接，找到当事人的住所，开展了上门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李永祥）9月份起，
桃源县按照省、市人社部门的安排部
署，就宣传、机构、品牌、资金四个方面

“加量”，快速推进落实国务院职业技能
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截至目前，该县已
完成各类就业培训1804人。

加大宣传分量，营造培训氛围。县
人社部门走访了县工业园区21家规模
企业，了解企业培训需求，并分别召开
了 12 家企业培训中心、12 家就业技能

培训机构、28个乡镇（街道）劳保站培训
工作会议，宣讲培训政策，下发培训实
施方案，分解培训任务，开展业务培
训。同时，利用电视台、网站、微信公众
号等媒体进行了大量的培训政策宣传
推送，有效提高了群众政策知晓度。

加大工作力量，扩大培训规模。一
方面，大力鼓励民办机构积极申办就业
技能培训机构。目前，该县除了原来的
3家省级定点就业技能培训机构，还发

展了12家经县人社局行政许可的就业
技能培训机构。另一方面，积极发动企
业申办培训中心。县人社局、县高新区
管委会、县应急管理局等单位联合办公，
召集相关企业参加联席会议，并上门对
接17家200人以上企业。目前，已有12
家县内企业成功申办了企业培训中心。

加大品牌含量，提升培训层次。除
进一步做大做强原有“智能制造”培训
品牌，还结合县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龙

头产业发展实际，着力培育电子商务、
野生动物养殖（养蜂）、茶艺师等培训品
牌。目前，已培训电子商务学员 103
人、野生动物养殖学员209人。

加大资金体量，保障培训实施。今
年，该县自就业资金切块安排培训资金
272.4万元，另外，安排失业保险结余基
金632.3万元作为培训资金，存入财政
培训资金专账，保障全县职业技能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的顺利推进。

桃源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加量”推进
■ 安排培训资金904.7万元 完成各类就业培训1804人

桃源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成效显著

本报讯（记者 武建平）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小桥流
水、屋舍俨然。10月31日，记者到桃源县茶庵铺镇茶庵
铺村采访，所见所闻充满着诗情画意。据了解，茶庵铺
镇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进行饮用水源地保护、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整治，目前项目实施基本完
成，让广大老百姓生活环境如画，让远方的游子记住了
乡愁。

近年来，桃源县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共投入了分类垃圾桶 11595 套、人力保洁车
201台、生活垃圾处理设备勾臂运输车4台及勾臂箱50
个，所有乡镇建立了垃圾中转站。对茶庵铺、架桥、剪
市、九溪等 16 个乡镇 42 个村修建单户四尺净化系统
2462套；对茶庵铺、郑家驿、枫树、沙坪镇建成7个集中
式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站；对夷望溪镇建成了一处大型
污水处理人工湿地公园，经处理后的水质达到了灌溉
水二类标准，减少污水未经处理就近排入沟渠、河道的
排放量，缓解对地表水源和地下水源造成污染的现象，
为持续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工作奠定了设施基础。同
时，通过宣传牌、宣传栏、村村通广播、微信平台等多种
形式宣传，引导农民逐步养成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习
惯，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桃源县西安镇西安村村民谈起花
果园的产业脱贫，大家无不异口同声地
衷心感谢两位老年志愿者——87岁的
彭爷爷和85岁的静奶奶。

彭爷爷名叫彭泽琦、静奶奶名叫李
静，他俩都是老干部，是有着60多年党
龄的老共产党员。

上世纪六十年代，彭泽琦、李静带
着两个孩子下放到西安村花果园生产
队当农民。虽然在花果园待了只有 3

年，但他们与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情
谊。

2016 年 7 月 16 日，阔别花果园 47
年的彭泽琦、李静受邀重访第二故乡。
花果园的巨大变化让两位老人非常高
兴，而依然戴着“贫困帽”的花果园又令
他们揪心。两位老人决定初心不改，再
续前缘，以老年志愿者的身份，为第二
故乡的产业脱贫献计出力。

为找到一份适合花果园发展的扶

贫产业，彭泽琦、李静通过网络搜索和
走访省内农林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学
习农林业产业发展新动态、新知识；冒
着酷暑和严寒先后到炎陵、浏阳、新化、
湘潭、洪江等8个县市的种植农户家、种
苗场和加工现场调查研究。3年里，彭
泽琦、李静先后投入约50万元，开发了
高山黄桃等水果23公顷、油茶1.3公顷
及锥栗等新品种。为解决产业开发面
临的资金困难，两位老人不请保姆，自己

承担一切家务，每年挤出5万多元。
彭泽琦、李静不仅给予村民们经

济帮助，而且还帮助村民办企业，学习
新理念，开拓新的市场经营方式。他
们组建生态农业发展公司桃源分公
司，帮助村民办起 3 个种植场和合作
社，选拔和培养了 10 余名农民骨干。
两位老人还帮助村民制订建设新家园
的发展规划，准备用 2 年时间打好基
础，再过几年把花果园建成新型的山
区居民点、森林民宿度假村和花果飘
香的生态种植园……

两位老人的扶贫梦
□本报通讯员 王建华

10 月 30 日，
桃源县文昌中学举
办以“强身健体 报
效祖国”为主题的
第十四届体育节。
为期三天的时间
里，全校71个班的
1600 余名学生参
加了篮排球、田径
等多个项目的角
逐。图为田径比赛
现场。

本报通讯员
易宏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