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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村子里走访，都给我新的惊喜。”安化县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黄维群告诉今日

女报 /凤网记者，在407支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安化大大小小的村子都发生了大大的

变化。她记得，2017年走访时，不少村的村干部班子十分涣散，群众怨言也比较多。如今，村

里的党员干部受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的影响，综合素养明显提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

不断增强；农村志愿者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不少村子成立了志愿者队伍，党员干部带头开展

卫生清扫、文明创建等活动，群众的抱怨如今变成了对党和政府的感谢。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通讯员 刘泉子
从 新 疆 吐鲁 番 乘飞 机， 穿 云 破 雾

3000 多公里，当古丽努尔·阿不力米提

走出长沙黄花机场航站楼的那一刻，28

岁的她对为期两个月的湖南“取经之路”

有了更多期待。

10 月 10 日上午， 随 着 2020 年 吐鲁

番市 / 湖南省自然资源系统基层管理干部

和技术骨干综合研修班在湖南省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正式开班，16 名来自新疆吐

鲁番市自然资源系统、47 名来自湖南省

自然资源系统的基层管理干部和技术骨

干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专业培训，集中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土地管理重要论述

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精神，以及土地管

理、生态修复、国土空间规划、基础测绘、

不动产统一登记等内容。

“我会把湖南经验带回吐鲁番。”古丽

努尔坦言，尽管她在吐鲁番市自然资源局

高昌区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了4 年，

但办结转移登记、抵押登记等不动产登

记业务仍需要 10 个工作日。

今年 3 月 30 日，当湖南省第九批援

疆队伍 123 人启程赴疆，省自然资源厅选

派的干部专家驻扎吐鲁番，古丽努尔的

工作便驶入了“快车道”。

“都说‘惟楚有才’，现在我信了。在

他们的督促和帮助下，我的业务能力提高

了，希望在今年年底能把业务办理时限

缩减到 5 个工作日。”最让古丽努尔佩服

的，是援疆干部们吃得苦、耐得烦、霸

得蛮的“湖南精神”。“我知道的几名湖南

女干部做起事来都是雷厉风行，真是亚

克西（很棒）！她们不怕苦不怕累，来了

紧急任务，周末也不休息。”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人事处处长邹国

清介绍，近 5 年来，省自然资源厅调动

全系统从项目援疆、人才援疆、资金援疆、

技术援疆、设备物资援疆等方面给予吐

鲁番市自然资源领域大力支持，尤其是

在吐鲁番市基础测绘方面实施的援助项

目，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测绘服务保障。

此外，该厅还帮助筹建了市级不动产

登记信息基础管理平台，支持吐鲁番市

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支持完成吐

鲁番市国土空间双评估评价以及市自然

资源局信息化建设等工作。

除了项目支持，干部人才培养也是重

点。

“不仅要把人才送过去，更要给当地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身为

湖南省第九批援疆工作队的一员，吐鲁

番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新

表示，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在发挥行业优势

的基础上，按照对口支援吐鲁番市自然资

源局的工作计划开展了此次研修班。“这

次参加培训的 16 名吐鲁番学员都是吐鲁

番自然资源系统的中坚力量、行业精英，

希望通过培训，既为吐鲁番市培养一支

理论功底扎实、政策把握到位、实践能

力强的自然资源干部队伍，也能加强两地

自然资源干部队伍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

真正做到‘湘吐一家亲’。”

援疆力满满，吐鲁番小姐姐也赞“亚克西”

（上接 06 版）

关键词：人居环境
安化县 433 个行政村（社区）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清一改”村庄清洁

行动纳入村规民约，在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的带领下，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开

展了清除卫生死角、清理生活垃圾，清理村内塘沟垃圾淤泥以及农村生活垃圾

围坝、农业生产废弃物非正规堆放点，治理农村黑臭水体、疏浚河道，打捞水

面垃圾及漂浮物，拆除乱搭、乱建，拆除空心房等一系列村庄“美颜”举措。

她推动住房升级，“搬”来安全温暖的家
衣食住行，老百姓的好日子离

不了安全舒适的房子。一些贫困户

的钱袋子鼓起来了，可改善家里的

住房条件依旧是难事，甚至有人因

此迟迟无法脱贫。

57 岁的安化县卫生健康局妇幼

健康股股长伍秋红原本可以退休，

家里也还有 90 多岁的婆婆和车祸

后需要修养的丈夫。但村里的扶贫

工作没有完成，加上局里和村里的

挽留，她最终又回到烟溪镇通溪桥

村，担任第一书记兼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

通溪桥村是省级深度贫困村，

大山包围下的村落，村民们沿着山

谷一线居住，进出只有一条公路。

经过一个多月的走访摸底，伍秋红

察觉到，不仅要“行得通”，还要

住得好，而村里有 31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可以申请危房改造。

刘元顶（化名）一家就是其中

一户。扯着路边的树枝千辛万苦爬

到他家，映入伍秋红眼中的木屋破

败不堪，承重柱被白蚁严重侵蚀，

“典型的危房”。年过六旬的老两口

平日里也只能靠一条长满青苔的羊

肠小道进出，十分危险。

在伍秋红的帮助下，刘元顶住

进了山脚一间 50 平米的平房。

关键词：易地搬迁
通溪桥村是安化县易地搬迁工作的一个缩影。安化是典型的山区县、

库区县，山地面积高达 82%。为了解决贫困户的房屋问题，文溪社区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茶乡花海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等多个集中安置区先后完

工并投入使用，新建住房 4941 户（套），易地搬迁 20042 人。同时，通过

危房改造为 12429 户贫困户解决住房安全问题。此外，易地搬迁贫困户的

后续帮扶措施覆盖率、旧房拆除率、旧宅基地复垦复绿率均达到 100%，极

大解决了贫困户担心的搬迁后发展问题。

她规划村庄扫除，提升家乡“颜值”
有了遮风挡雨的家，也要有和

谐舒心的人居环境。出生于 1994 年

的龚智莹是安化县检察院公诉科的

一名检察官，2018 年，她成了东坪

镇杨林社区第一书记兼驻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

初来乍到的龚智莹一上任就遇

到了难题：作为东坪镇的“东大门”，

杨林社区的人居环境在全镇评比中

位列倒数第二。入户走访时，贫困

户廖壮（化名）的家就给她留下了

深刻印象——“生活垃圾堆在家里，

完全没有坐的地方”。而村子主干道

和溪流里的垃圾也没有及时清理。

为此，龚智莹不仅在党员代表大

会和屋场会中必提“人居环境整治”，

还专门召开相关会议，从卫生包干区

责任划分、垃圾清洁安排、垃圾分

类方式等方面制定了严格方案，“要

从贫困户门前屋后的卫生环境整治

开始，带动全村群众一起搞卫生，形

成自上而下的人居环境整治模式”。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如今的杨

林社区已经“改头换面”，村里的不

少老人都说，“村里干净了，日子舒

服了”。

她调解矛盾纠纷，打造和谐邻里
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不少扶贫队长也

发挥自身优势，充当起了村民纠纷的调解员，

邻里关系的“润滑剂”。

来自安化县检察院公诉 科的刘志雄，

是东坪镇烟竹村第一书记兼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作为一名检察官，刘志雄时刻不忘

“老本行”。一天，村里的贫困户盛壮（化名）

在骑摩托车接孩子的路上，不小心撞倒一

名行人，导致对方受轻伤。经过调解，对

方愿意接受赔偿，可盛壮却不愿出钱。刘

志雄找到盛壮，将这起交通肇事案的法律

利害关系讲清，并从专业角度分析如果不赔

偿会有什么后果。最终，盛壮同意赔偿，一

起潜在的案件纠纷就此化解。

烟竹村位于安化县城郊，涉及到的土地

征收项目较多，由此也产生了不少矛盾。“晚

上 10 点多都有人跑到办公室找我帮忙。”刘

志雄说，村里有专门的调解工作人员，“对方

以情动人，我就在旁边补充法律法规”。

经过了多起纠纷调解，刘志雄有不少感

悟 ：“调解过程中讲话特别要注意，不然其

中一方就会认为我偏颇了另外一方。”刘志

雄也坚持不懈的普及各类法律法规，村里

的纠纷矛盾正逐渐减少。

她带头以舞会友，构建多彩生活
和刘志雄一样，李战辉的爱好也有了

用武之地。今年 49 岁的李战辉是安化县总

工会文化宫的一名出纳，平时喜欢和朋友们

一起跳广场舞。2019 年到龙塘乡原大百龙

村担任第一书记兼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后，

她就成立了“大百龙村文艺队”，领着大家

伙一起跳广场舞。

原来，李战辉经过走访调查发现，原

大百龙村有 561 户 1989 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94 户，贫困人口 321 人。因为地形

原因，大百龙村被分为 5 个片区，不同片

区的村民彼此间关系生疏。为此，李战辉

决定“以舞会友”，既拉近村民距离，也丰

富文化生活。

“以前，我们只能看着别村的人聚在一

起跳舞，现在我们自己也可以跳了，而且还

可以唱花鼓戏、演小品哩！”说这话的，是

原大百龙村村民黄小娣，在她眼里，自打文

艺队成立后，村子里的氛围好多了。

2019 年 7 月，建立在原大百龙村的茶乡

花海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迎来 13 个乡

镇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2133 人，大百龙村

和茶乡花海安置点合并，成为茶乡花海社区，

李战辉也随之成为了茶乡花海社区的第一

书记和驻村扶贫干部。

因为生活习惯不同，不少原大百龙村的

村民和易地搬迁户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如

何让社区居民拧成一股绳，李战辉想到了

文艺队组建后村里的变化。于是，她决定

多提供平台，让两方居民在展示自己的过程

中加深了解。

今年 4 月，李战辉举办了“疫情防控慰

问晚会”，安排搬迁户和原住民们各出节目。

晚会当天，大家热热闹闹地坐在临时搭建

的舞台前观看表演。“通过这一次晚会，以

前互不搭理的双方现在有了交流。”李战辉

计划，重阳节时再组织一次晚会，常聚常聊

常交心。

关键词：创新宣传
安化县持续开展移风易俗、文明劝导、志愿服务等活动，乡村面貌日新月异。今年，县里

不仅开设了“村村向上”“镇镇有声”“脱贫攻坚群英谱”等专栏报道，将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

就传递到千家万户，还拍摄了“书记们说脱贫攻坚”短视频，实在、亲切、接地气，受到全县

广大干群转发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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