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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深度贫困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协调研究 

王泳兴
1
 

(吉首大学,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本文通过介绍湖南深度贫困地区决战脱贫攻坚和在决战脱贫攻坚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先进典

型经验做法,提出了协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重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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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给本来就在“打硬仗”“啃硬骨头”的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带来了更大挑战和困难。湖南深度贫困地区按照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研究解决脱贫攻坚中出

现的新情况,统筹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 

1 湖南深度贫困地区决战脱贫攻坚情况 

2017年,湖南省对标中央要求,结合全省实情,将湘西自治州的保靖县、泸溪县、古丈县、花垣县、永顺县、凤凰县、龙山县,

张家界桑植县、怀化市通道县、麻阳县、邵阳城步县等 11个县确定为湖南省深度贫困县。 

湖南深度贫困地区由于多方因素的制约,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稳定脱贫机制不健全”等一系

列问题,导致贫困程度较深、贫困人口脱贫难度较大。在脱贫攻坚实际工作中,湖南深度贫困地区各级政府结合当地实际,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 

1.1湘西自治州 

探索出“州县级领导联县包乡、联乡包村”“州县单位扶村、党员干部帮户”等制度;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油茶、猕猴桃等特

色产业,产业扶贫合作社已遍布在全州 1110个贫困村;发展“小型养殖、小型作坊、小型庭院、小型买卖”,让每个贫困村依托 1

个以上支柱产业带动发展,每个贫困户依托 1个以上增收项目带动创收,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依托 1人稳定就业带动持续增收;

打造“名誉村主任”扶贫、打包委托帮扶、深化股份合作、金融信贷支持、产业链条辐射等“千企联村”扶贫模式。全州 66万

贫困人口五年脱贫了 55.4万,贫困发生率由 31.93%下降至 4.39%,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2年的 4229元增加到 2018年的 918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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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家界市(桑植县) 

因地制宜打造“精品旅游+传统优势农业”新型产业发展模式,综合运用“旅游线路+旅游景区+旅游商品+旅游就业”驱动

扶贫,充分依托景区、特色园区、旅游风情镇,借助龙头企业、旅游公司、村集体的助推,为配套产业、旅游新业态的创新发展和

农户的持续稳定增收构建旅游扶贫“十大模式”。全市 29万贫困人口五年脱贫了 22万,贫困发生率由 20.1%下降至 4.93%,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2 年的 4574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9562 元。桑植县结合当地实际,在每个乡建立支柱产业并引进龙头企业,

在每个村建立特色产业并引进社会企业,同时由各级政府出面与多所职业院校达成合作,采取“订单培养”,推荐“定向就业”,

这项举措已成为职业教育参与扶贫助困的典型。 

1.3怀化市(麻阳县、通道县) 

探索建立“市场培育产业项目、产业项目打造致富能手、致富能手带动贫困人口、贫困人口依托资金”的产业扶贫机制;在

全省率先打造“零抵押、零担保、低利率、贴利息、担风险”金融扶贫新模式,为扶贫小额信贷在全省、全国推广做出了积极贡

献。全市 87万贫困人口四年脱贫了 77万,贫困发生率由 20.8%下降至 2.3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2年的 7440.2元增

加到 2018年的 9811元。麻阳县通过县财政拿出专门经费向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购买“特惠保”,以此增强贫困户应对灾害损失

的能力。同时,麻阳县在扶贫工作实践中探索建立的“连村联创、抱团攻坚”的党建引领扶贫新举措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的充分

肯定,并被中组部列为党建促扶贫经典案例。通道县结合运用“大数据”,把每个贫困户的精准信息、帮扶措施、困难问题、扶

贫成效等通过三维和二维影像图展现出来,实行一户一张图精准管理。 

1.4邵阳市(城步县) 

充分利用科研院所、农技专家和科技特派员的技术优势,在每个县安排一个技术服务团队,在每个村安排一个技术指导专家,

依托信息化技术,大力发展电商平台,在此基础上建设的“电商扶贫站”在所有的贫困村实现了全覆盖;建立“输出有对接、在岗

能稳定、责任分明细”的保证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的新举措,并率先尝试实施“农村劳务经纪人”制度,以此带动更多贫困人口

稳定就业。据邵阳市政府公开数据显示,全市 113万贫困人口四年脱贫了 98.31万,贫困发生率由 16.58%下降至 2.44%,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2 年的 5136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11857 元。城步县让贫困户将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变为股权,用于发展产

业的资金变为股金,将贫困户自己变为股民,通过入股分红的方式参与扶贫产业,共享扶贫成果。同时,依托南山国家公园,加大

“生态补偿”、推进“生态旅游”,促进“生态就业”。 

据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公开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省全省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贫 684万,年均达 100万人以上。

2019年,全省累计有 718个贫困村脱贫摘帽,有 63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省贫困发生率由 2018年底的 1.49%下降至 0.36%。 

2 湖南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 

湖南深度贫困地区积极实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企业复工复产、经济社会秩序基本回归常态,为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1扶贫队伍协助疫情防控 

湘西州将 1700 余支驻村扶贫工作队、5900 多名驻村干部在第一时间召回村里,协助村支两委和广大党员干部对疫情进行严

格排查、对人员妥善隔离、对感染者精准救治。其中泸溪县安排驻村扶贫工作队和结对帮扶干部火速变为疫情防控“物资采购

员、心理疏导员”;张家界桑植县组织驻村扶贫工作队员成立“突击队”,开展政策宣传、走访摸排、劝导疏导、协助复工复产

等工作;怀化麻阳县、通道县把市、县、乡、村各级干部全部下沉到村部和社区进行疫情防控工作,各帮扶单位负责人、包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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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队员、村支两委干部也全部下沉到村部进行脱贫攻坚,统筹推进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 

2.2扶贫政策保障疫情防控 

湘西州各县市结合当地实际,适时制定出台疫情防控期间产业帮扶政策,打破原有的产业发展格局,按照“村、合作社、农户、

项目”等模块进行任务分解;张家界桑植县将复工复产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制定出台了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实施细则,明确

复工复产后的用工优先考虑贫困人口;怀化麻阳县和通道县制定了“口袋战术”和清单管理政策,做到疫情防控村村过筛、户户

过关,同时脱贫攻坚工作事事精准、项项落实;邵阳城步县制定出台疫情防控期间春季农业生产扶持政策,解决农产品生产、农民

工进城、农资入村、农民下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扶贫车间复工复产问题。 

2.3扶贫措施助推疫情防控 

湘西州各县市组织专门人员对贫困户进行全覆盖走访,对贫困户就业进行摸底,谋划产业恢复发展,帮助贫困户尽早就业;张

家界桑植县积极引导贫困户在疫情防控期间通过网络和信息化平台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怀化麻阳县和通道县通过政策引导、措

施保障、金融支持、多方联动,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区域内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合作社和农户的扶持力度;邵阳城步县积极

联系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将招工的优惠政策及时落实到村、户、人,同时,安排农业技术人员逐一上门,为贫困户发展产业和春

季农业生产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 

3 湖南深度贫困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协调 

湖南深度贫困地区依然坚持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同抓共管,确保两项工作做到“不停顿、不大意、不放松”,确保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任务能如期完成。 

3.1坚持疫情防控与保障基本民生相结合 

通过各渠道及时了解贫困户特别是刚脱贫人口在疫情影响下的生产生活情况,特别关注可能会因为疫情影响而新增加的贫

困人口,不断完善和健全兜底保障。安排专人及时为他们提供米、油、菜等生活物资的救助和帮扶;及时为他们提供种子、化肥、

农药等农资产品的帮扶,保证农业生产不耽误。 

3.2坚持疫情防控与促进产业发展相结合 

在疫情防控“外防输入”的前提下,尽可能通过电商平台大力开展消费扶贫,帮助贫困户将滞销农产品销售;充分利用湘西

州、怀化市、邵阳市增列到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大好时机,将产业扶贫带动效应和承接产业转移项目的直接减贫效应

充分发挥,结合当地实际,打出“企业自救、金融输血、政府扶持”组合拳,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优化全产业链布局,实现扶

贫产业跨界融合。 

3.3坚持疫情防控与稳定就业增收相结合 

在确保疫情防控工作不动摇不放松的基础上,鼓励产业龙头企业、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在疫情防控期间分散设点(机构),

在“人员不聚集”的情况下更多吸纳贫困人口就近就业;政府部门充分运用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定点扶贫、社会扶贫

等平台和机制,实现贫困人口稳定就业;鼓励和帮助返乡人员自主创业,创业过程中,可以牢牢把握和利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出现的“商机”来寻找创业项目,做到“成熟一个、带动一批”。 



 

 4 

3.4坚持疫情防控与保证脱贫质量相结合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压力,可能出现“数字式脱贫”“指标式脱贫”“游说式脱贫”等“虚假式脱贫”,湖南各深度贫

困地区要不断加大巡察巡视监督力度,建立和完善问责机制,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中有失职失责失察

行为和工作不务实不扎实行为的干部和相关人员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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