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市内驱车，过桑植县沙塔坪乡排岔口一直向上攀爬，
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垭，一状如筲箕、广约千亩的大坪突现，
这就是八大公山镇筲箕池村。

2015 年初，张家界日报社、市信访局、市委党史研究室成
为筲箕池村的驻村帮扶单位。从此，一场脱贫攻坚战役在这个
平均海拔800米、国土面积8.5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响⋯⋯

六年间，筲箕池村脱贫攻坚战果累累：村主干道加宽硬
化，组组通公路；饮水从肩挑手提到户户通自来水；电从不
稳定到家家用电器；村部从无到有、功能从少到多；村集体
经济从“零元”到超5万余元；产业从空白到种植业、养殖业
发展风生水起⋯⋯全村人均纯收入从 2014 年底的 1458 元增长
到 2019 年的 5868 元；2018 年底，该村成功实现“户脱贫、村
出列”。

■
沉下身去■

在市级联系领导、三家驻村帮扶单位高度重视下，驻村
帮扶工作队迅速组建。各单位都形成了“一把手”总抓、分
管领导具体抓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坪里山坡田地荒芜、几条土路狭窄泥泞、村民居住分散
房屋破旧⋯⋯仅有一条‘蹇八公路’穿村而过，没有村部。”
工作队员谈起入村时的第一印象直摇头。

“沉下身去，一定要帮助筲箕池人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生
活。”工作队立即投入脱贫攻坚战斗中，与村民并肩作战。

“只有精准识贫，方能精准施策。”工作队员开始吃住在村
里，走村入户，家里聊、路边问、田间地头谈⋯⋯到老党员、
老干部、贫困户家中查民情、问民计；召开村委会、党员代表
会、小组会等广泛宣传政策。工作队了解到：该村共218户835
人，其中建档立卡户 37 户 106 人；村两委班子战斗力偏弱，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差，没有脱贫致富的产业，很多村民因
病致贫。

贫困户精准识别后，迅速确定结对帮扶干部，每户贫困户
安排一名结对干部，自结对帮扶以来，三家驻村帮扶单位累计
投入帮扶资金 310 万元。筲箕池村两轮联系市级领导李建民、
向锦云，三家单位领导和30多名结对帮扶干部坚持每月下村走
访，看望走访贫困户，努力当好政策落实宣讲员、感情沟通联
络员、精准脱贫帮扶员、内生动力引导员，不断提高群众对政
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
党建先行■

筲箕池地广人稀，有田地近3000亩，林地近8000亩，且土
地肥沃，资源丰富。村民是“守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究其
原因，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村两委班子。

“要把村民的心联系在一起，才能用好村里的资源，贫困户
才能脱贫致富。”工作队首先抓基层党建，2017 年结合村班子
换届，对原有村委会班子进行调整，通过村民投票，选举产生
了新的村委会主任。班子配齐配优，开始狠抓党建工作。全村
37名党员，其中有14名流动党员，在家的党员年纪偏大，开展

“两学一做”“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没有固定场所，当时
还没有村部。为了将“两学一做”“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
等正常化，工作队决定轮流在村干部家举行。通过半年的坚
持，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站位明显提高。利用每月的主题党
日活动，工作队组织全村党员到贺龙纪念馆、遵义等地参观学
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到常德学习先进管理经验，考察农业
产业发展，增强村两委干部、党员为村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村两委干部的作风变了：村民来访，笑脸相迎；咨询政

策，耐心解答；遇到困难，主动帮忙解决；生病受灾，热情看
望；逢年过节，上门慰问⋯⋯“党建工作的正常开展，增强了
村支两委班子的凝聚力、向心力。”村党支部书记尚游深有感触
地说，村民有困难、有想法、有建议意见，主动找工作队和村
两委干部帮忙、倾诉、反馈。过去疏远的干群关系拉近了，唱
对台戏和上访的村民少了。

■
村貌改观■

“村部都没有，要开会，在村干部家轮流开。村里交通条件
差，各个组都不通路，村民出行全靠走。”坐在村部会议室，曹
坊组组长罗进权回忆道。

“要想脱贫先修路。”2016 年，在市县行业扶贫政策的支持
下，工作队与村两委积极筹措资金，投入上千万元，修通村主
干道、通组公路、产业道。至2018年底，长达10余公里的村主
干道和 6 条组道全部建成。如今，干净整洁、四通八达的道路
如玉带在绿植中蜿蜒，成为山村一道美丽的风景。

“没有村部就没有党员活动的阵地。”驻村帮扶单位自筹资
金38 万元，建起一栋两层楼的村部，配齐各类办公设施。2018
年，又筹资 41 万元改扩建村部，建成面积达 600 平方米，集党
建、便民服务、文体活动、农业服务、公共卫生于一体的村级
服务中心。

筲箕池村水源分布不均衡，山上缺水、坪里水多。过去，
山上几个组的村民都要挑水喝。为解决村民安全饮水问题，后
盾单位又多方筹资，修建蓄水池，铺设管网，清清自来水流进
了家家户户。

工作队驻村前，村里电压低，晚上灯如萤火虫。工作队全
力配合电力部门进行农网改造。如今，家家户户用上了洗衣
机、电冰箱等电器。2017 年，在后盾单位帮扶下，43 盏太阳能
路灯安装在村主道上，“一到晚上，村里亮堂堂。”

2018年，该村有31户危房改造户，县里统筹的危房改造资
金缺口很大，驻村帮扶单位又多方筹资30多万元，危房全部得
到改造，村民住房有了安全保障。

同时，工作队注重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目前，全村在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率100%。自驻村帮扶以来，驻村帮扶单
位一直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缴纳农村基本医疗保险，仅 2019 年，
就缴纳保险费25250元，做到了应保尽保。

■
产业富民■

“产业是富民的关键，要为村民找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之
路。”自驻村以来，工作队一直在为筲箕池村找产业、谋出路。

村部前坪，百亩大棚葡萄园在阳光下白得耀眼。钻进园
中，青绿的葡萄挂满藤枝，沉甸甸。葡萄园主人尚自英与数十
个村民正在绑梢，笑容写在脸上。过去，她一直在浙江宁波打
工。“把村里在外面打工的能人请回来，带动村民致富。”2016
年，她回到村里，在工作队的帮扶下，流转土地 100 亩，种植
高山葡萄。葡萄种植成功，工作队和村两委帮她策划“高山葡
萄节”，一举打开市场。

“到葡萄园务工，年收入 1 万多元。”60 多岁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谢思维已在葡萄园务工四年，像他这样在葡萄园务工的有
十多位村民，个个都摘掉了穷帽。

绕到村部后面，产业道在山上蜿蜒，沿路的猕猴桃长势喜
人，嫩绿的藤条上挂满果实。这是驻村帮扶单位为村里开发的
150 亩猕猴桃基地。猕猴桃还没到丰产期，但每年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提供务工上千个，创收10多万元。

“产业道已快硬化到家门口，交通方便了，可以放手干。”
沿产业道转到曹坊组，罗进权与村民杨如贵在刚修建的养牛场
栏舍商量买牛的事。2019 年，看到村支部书记尚游养牛成功，
交通条件改善，他俩投资50多万元养牛。他们还准备带动全组
12 户村民共同发展产业，打造曹坊组养殖百头牛、百头猪、百
桶蜂的“三百产业”。

在后盾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筲箕池村集体经济也篷勃发
展：60千瓦光伏发电、30亩青钱柳、3.4亩鱼塘3个村集体经济
产业，使村集体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

如今，筲箕池村 100 亩高山葡萄、400 亩优质水稻、120 亩
百合、204亩青钱柳、520亩茶叶、110亩烟叶、150亩猕猴桃等
绿了高山，牛、羊、养蜂等养殖业也开始受益。这些富民产
业，让筲箕池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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