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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财政

自 2016 年以来，湖北省宜昌市夷

陵区举全区之力统筹 18 亿元用于精

准扶贫、筹集 36 亿元用于发展农业产

业、基础设施、乡村公共服务、人居环

境，提升乡村“内核”和“颜值”，为乡

村振兴在基层落地探索夷陵“样板”。

夯实脱贫攻坚基础

脱贫攻坚基数实。全区原有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规模数 14186 户 33207

人，建档立卡贫困村 26 个。通过近几

年脱贫攻坚，截至 2018 年底全区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规模数 14111 户

33035 人，未脱贫 75 户 172 人，脱贫出

列 26 个贫困村，贫困发生率为 0.04%，

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

脱 贫 攻 坚 责 任 实。坚 持 精 准 扶

贫 精 准 脱 贫 基 本 方 略，聚 焦“ 两 不

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强化“五个一

批”“六个精准”。一是党建引领促攻

坚。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和群众工作优势，引领脱贫攻坚。

区、乡、村三级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

的政治任务，党委牵头抓总，统揽脱

贫攻坚全局。选优配强扶贫主力军，

精心选派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

队，建强村“两委”班子，调整村党组

织书记 28 人，梯次培养合格接班人，

湖北夷陵：倾力脱贫攻坚  助推乡村振兴
林文军｜段万兵

确保脱贫攻坚一线“带头人”选准、

选硬、选强。建立各类产业型党组织

23 个，示范带动贫困村脱贫攻坚。二

是“五级”书记抓攻坚。作为插花贫

困区，夷陵区始终保持与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政策一致、工作标准一致、工

作力度一致、考核评估一致，层层传

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区委书记、

区长担任深度贫困村“第一书记”，遍

访贫困村 ；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遍访

贫困户，带头压实主体责任 ；村“两

委”班子把全部精力放在脱贫攻坚上，

全力抓脱贫攻坚。三是部门合力齐攻

坚。各部门认真落实“管行业必须管

扶贫”工作要求，各司其责，着力解

决产业扶贫、健康扶贫、危房改造、

安全饮水等方面问题。扎实开展联系

帮扶，全区 186 家区直单位（含二级

单位）联系帮扶 174 个有脱贫任务的

村（社区），派驻驻村干部 246 人，安

排结对帮扶干部 6800 多名，结对帮扶

贫困户 1.4 万多户，实现了贫困村、非

贫困村驻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帮

扶全覆盖。

脱贫攻坚保障实。一是资金投入

全地域。强化资金整合，整合行业、

部门和社会资金，聚焦产业扶贫、基

础设施扶贫和民生事业扶贫，从扶持

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

户、脱贫成效等方面精准扶持。全区

建立了财政扶贫本级投入增长机制，

每年新增财力 15% 用于扶贫开发，财

政当年清理回收可统筹使用存量资金

的 50% 用于精准扶贫。二是政策落地

全覆盖。全区健康扶贫实现“四位一

体”“一站式”结算服务，达到“985”

标准，2018 年全区健康扶贫对象住院

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 93.89% ；教育

扶贫，实现从学前教育至大学教育阶

段的全程教育资助，全区贫困家庭子

女都可以上学 ；贫困户住房安全、饮

水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改造农村危房

14307 户，易地扶贫搬迁 602 户，解决

饮水不安全贫困人口 17360 人 ；路、

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贫

困村实现“村村通”客运班车，用电问

题全面解决，4G 网络全面覆盖，贫困

群众不愁吃不愁穿，基本民生有保障。

三是政策宣传全方位。先后制定了全

区精准扶贫工作总体规划、《26 个贫

困村专项脱贫方案》《精准扶贫“1+20”

专项工作方案》等系列实施方案，不

断完善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健康扶

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社会扶贫、

精神扶贫、危房改造、安全饮水等系

列政策措施，建立健全了脱贫攻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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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体系。

深化乡村振兴战略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突出“党建引领、特色产业、资源

利用、民俗文化”方面助力乡村振兴。

优势产业得到强化。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是基础。经过长期发展，柑

橘、茶叶、生态养殖等三大产业成为

夷陵涵盖范围最广、受益人口最多、

主导地位最突出的特色产业。全区柑

橘面积 32 万亩、茶叶 23.4 万亩，建成

鸦鹊岭、龙泉、小溪塔 3 个柑橘专业

乡镇和邓村、下堡坪、太平溪、乐天溪

4 个茶叶专业乡镇，全区近 10 万农户

30 多万人以此为业。拥有农业龙头企

业 93 家，“三品一标”111 个，其中中

国驰名商标 10 枚。先后荣获中国早熟

蜜柑之乡、全国茶叶行业示范县、全

国生猪调出大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

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等多

项殊荣。

优质资源得到彰显。丰富的自然

资源、厚重的历史文化、独特的生态

环境为夷陵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

础。全区拥有三峡大坝、三峡人家等

2 个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6 个国家 4A

级景区、795 个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示

范点，获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优秀文化得到传承。全区文化资

源富集，古迹遗址、风俗民情、红色印

记等点缀乡村，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达

73 处 ；夷陵版画、宜昌丝竹、下堡坪

民间故事等影响深远。全区生态环境

优良，拥有大老岭、西塞国、圈椅淌等

3 个国家森林（湿地）公园，森林覆盖

率达 74%，高于全省 32 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得到改善。近年来，乡

村基础设施环境大幅改善。全区通车

里程达 4382 公里，硬化农村公路 3100

公里，实现乡镇通二级路、村村通客

班车 ；广播村村响、电视户户通，电

力、通讯、安全饮水有保障 ；完成消

危减土 9188 户、易地搬迁扶贫 603 户，

农村住房条件大幅改善 ；乡镇公办幼

儿园、文化广场、村级标准化卫生室、

农家书屋及农民健身工程实现全覆

盖 ；乡镇集镇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

厂及清运系统配套建设到位，入选全

国第一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及资

源化利用试点示范区。

党建引领得到嬗变。全区所有村

（居委会）设立了党员活动中心，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产业发展、

交通改善、生态环保、农村饮水、人

居环境、村规民风等方面无处不体现，

彰显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战

斗堡垒作用。如小溪塔街办文仙洞村

探索推行“党支部 + 旅游开发”模式，

着力打造城市后花园，连续举办 11 届

樱桃节、年猪节等，为农村增收注入

来源：昵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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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活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新样板。

夷陵实践得到认可。多年来，夷

陵在“三农”工作探索实践中创造了

一批全国知名、全省领先的典型经验。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国试点，“四

化同步”、城乡统筹发展全省先行，农

旅融合典型央视推介，“三区划定”、

河长治河全国推广，为夷陵乡村振兴

提供了大量理论和实践基础。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乡村主体作用退化。一是乡村缺

人气。随着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的双

重挤压，乡村人口“空心化”“留守化”

现象突出，农村缺人气、农业缺劳力。

二是发展缺支撑。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瓶颈未突破，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

利益链接机制不紧密、带动效果不明

显 ；自然村落消失异常，土地资源利

用较低。三是振兴缺人才。部分新进

公务员缺乏农村工作经历，指导乡村

发展能力不足。教育、医疗、卫生、规

划、农技等乡镇“七站八所”专业人才

缺乏。

产业特色竞争不优。夷陵柑橘、

茶叶已由过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人优我特”的优势地位弱化为现在的

参与同质化竞争阶段。产业有品牌，

无大牌支撑 ；有规模，无规模经营 ；

有龙头，带动力弱 ；有出口，数量不

多 ；有推介，持之以恒不够 ；有技术，

推广不足 ；有投入，与群众的需求差

距大等问题客观存在，产业转型升级

的压力大。

资源要素发挥不力。一是环境要

素。缺乏承担履行宜昌百万人口饮用

水源地、三峡绿色生态屏障区和践行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

环保意识不强，自觉参与治污、治水

和垃圾分类处理的习惯养成任重道

远 ；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点多面

广，处理不到位。二是资本要素。政

府投入弱，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

保生态等刚性支出压力大 ；金融支持

“三农”发展力度减弱，农业企业和农

民普遍存在融资难 ；社会资本投入少，

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发展的政策瓶颈未

突破。三是土地要素。三权分置改革

成果利用不充分、土地流转风险难防

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指标难保障，

使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发展的瓶颈依然

存在。

对策与建议

凝聚共识，落实优先发展战略。

一是领导力量优先。坚持党管农业和

“五级书记抓振兴”不动摇，建立区乡

村三级书记负总责、各级部门齐抓振

兴责任体系。二是要素保障优先。以

城乡统筹发展全域规划为基础，制定

夷陵乡村振兴工作规划，优先保障乡

村产业发展 ；优先财政投入，每年财

政直接用于支持三大主导产业发展的

资金不低于 1 亿元，区级新增财力和

各级项目资金整合总额的 50% 用于精

准扶贫和弥补乡村建设短板。三是人

才配置优先。抓实“三乡工程”，建立

配套的政策激励机制，鼓励市民、乡

贤能人、各类市场主体上山下乡，创

新创业。

突出重点，聚焦产业特色核心。

一是聚焦主业主导。必须始终坚持

“农”字当头、强化“东部柑橘、西部

茶、全域特色种养旅游 +”的发展定

位，围绕高质量发展、融合发展要求，

制定三年行动方案。二是聚焦主体培

育。强化“扶主体就是扶产业、扶主体

就是扶农民”理念，坚持引进和盘活

两手抓、政府引导和能人带动相结合，

打造一批全省领先、全国一流的农业

县乡财政

产业化联合体、田园综合体、特色小

镇等夷陵样板，努力培育产业龙头。

三是聚焦市场开拓。加快推进三峡茶

谷、三峡桔都落地建设，加强主导产

业主销区推介 ；持续打造柑橘节、茶

艺节、“缤纷四季 乡约夷陵”等乡村游

特色品牌，全面提高夷陵产品产业产

地美誉度和竞争力。

探索创新，破解制约要素瓶颈。

一是突破思想瓶颈。以“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为抓手，开展“践行

乡村振兴优先战略、夷陵怎么办”大

讨论，回答“乡村振兴我该干什么、我

能干什么、我干了什么”，推动各级

各部门破除传统思维惯性。二是突破

制度瓶颈。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规

范完善夷陵激活资本上山下乡政策体

系，推动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调

动农民、市场主体、专业技术人才及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发展的热情，汇聚

振兴合力。三是突破发展瓶颈。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做好做实

“山水林田湖草”这篇文章，助力乡村

振兴 ；不断完善产业扶贫、金融扶贫、

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社

会扶贫、精神扶贫、危房改造、安全

饮水等系列政策措施，建立健全脱贫

攻坚政策体系 ；坚持底线思维，坚决

落实“三区划定”、“五动管理”、黄柏

河流域保护条例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相关要求，实行“一把尺子量到底”，

坚决杜绝“发展——污染——治理”

老路 ；按照“乡村工业进园区、一三

产业抓融合”的思路，强力推进园区

环保设施配套和乡村发展模式、沼气、

厕所、药肥、能源“五大革命”，厚植

绿色发展根基。

（作者单位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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