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山是传统农业大县，

1985

年被国务院确
定为国家级贫困县，

2011

年被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确定为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和大别山片区县。

2011

年年初，经识别认定，全
县共有贫困村

118

个、扶贫对象
42330

户
138131

人。

2011

年至
2014

年， 光山县实现脱贫
58674

人，占农村贫困人口总数的
42.5%

。

2015

年，依
据新的贫困认定标准，经再次识别登记和今年
回头看核实， 全县有贫困村

106

个、 贫困人口
79573

人。

近年来，光山县委、县政府通过实施产业
带动、项目拉动、转移促动、改革推动、社会联动
等有效措施，有效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扶贫
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下一步全县脱贫、全
面小康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农村贫困人口大
幅度减少。

2011

年至
2014

年，全县已有
12

个贫困
村脱贫，贫困人口减少

58674

人，占农村贫困人
口总数的

42.5%

。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2014

年，全
县农民人均纯收入

8832

元，较
2011

年增长
44%

，

农民收入实现连年较快增长。 基础设施状况明
显改善。贫困地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进
一步加强， 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
善，增强了农业、农村发展后劲。县域经济得到
较快发展。

2014

年， 全县生产总值
153.8

亿元，

增长
8.8%

； 地方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4.5

亿元，增长
14.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

9.7%

、

11.2%

。目
前，全县已初步形成了羽绒服装、水泥建材、粮
油食品、茶叶、纺织器材等五大产业体系。

这些成绩的取得为光山县深入推进下一
步精准脱贫奠定了良好基础。今年以来，光山

县多次召开县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扶贫工
作领导小组会，就扶贫工作进行具体研究和安
排。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之后，光山县对下
一步精准扶贫工作进行安排，主要是实施“六
大战略”，增强“造血”功能；着力重点扶贫，精
准脱贫，全县吹响了脱贫攻坚的集结号、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冲锋号。

坚定不移地发展好农业，巩固农业基础地
位。把农业大县变成农业强县。稳定粮食生产，

确保优质水稻稳定在
80

万亩、粮食总产稳定在
11

亿斤以上，保持全国产粮大县地位。同时，打
造好茶叶、油茶、花卉三大特色产业，做大做
强，增加群众收入，帮助群众脱贫致富。

坚定不移地发展工业， 增强全县经济实
力。利用好、建设好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这个载
体，实现产城互动、产城融合，通过发展新型城
镇化，把周边的农民群众吸引到或集聚到产业
集聚区就业、工作、生活，实现人的城镇化。加
快产业集聚区建设，不断提升产业集聚区综合
实力。紧紧扭住羽绒服装产业发展，把产业集
聚区和工业发展好。

坚定不移地加强城市化建设，提高人民群
众生活品质。改造老城，加快老城的升级改造，

使改造后的老城成为凸显历史文化元素、 融入
现代元素的综合体城区；完善东城，把东城的基
础设施完善和配套好， 提升城市品位； 建设南
城，依托官渡河，将官渡河沿岸

10

公里区域打造
成集园林、生态、休闲、宜居于一体的生态城市，

实现老城与产业集聚区的产城一体， 推进新型
城镇化，打造宜居宜业、充满活力的现代新城。

坚定不移地发展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光

山。围绕“一河”（小潢河）、“两库”（泼河水库、

五岳水库）、“三园”（大苏山国家森林公园、龙
山湖国家湿地公园、仙居国家农业公园）的治
理与保护，通过点、线、片、面带动，持续推进全
县生态文明建设。

坚定不移地发展服务业和第三产业，提升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充分利用光山县文化旅游
产业的优势和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契机，带动
金融、商贸物流等第三产业发展，加快服务业
集约型发展，构造完整产业链，推动形成服务
业新增长点。

坚定不移地加强民生和社会建设，确保人
民生活有基本的保障。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群
众第一，坚持民生优先、造福人民，进一步做好
涉及民生和社会保障的各项工作，加快社会事
业发展。确保让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得到实
惠、走向富裕、走向现代文明。

光山县委、县政府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五个一批”要求，结合实际，抓住关键，做
到重点扶贫、精准脱贫。

———产业扶贫。 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

利用特色产业帮助群众脱贫。官渡河产业集聚
区先后建成“六纵四横”路网框架，基础设施等
综合配套功能比较完善，目前，以东方心典服
饰、寒羽尚服饰、光绒服饰等为代表的服装加
工企业，以阳光、鑫鑫、鸿鑫等为代表的绒毛加
工企业， 以富邦非织造布为代表的无纺布企
业，以布鲁哈、白鲨为代表的针布业构成的纺织
服装及羽毛（绒）加工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的主
导产业链条初步形成， 产业集群发展已初具雏
形。截至

9

月底，产业集聚区入驻企业
94

家，“四

上”企业
75

家，工业项目投资完成
37.64

亿元，“四
上”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47.6

亿元，同比增长
27.47%

；从业人员
35985

人，同比增长
75.54%

。同
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全
县近年来重点培育了羽绒加工、茶叶、油茶、苗
木花卉等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羽绒加工
户发展到

3

万家
10

余万人， 其中贫困人口占
20%

。种植茶叶
22.8

万亩，油茶
16.7

万亩，苗木花
卉
7.8

万亩，

2

万多贫困人口从中受益。

———转移扶贫。加强对贫困劳动力转移的
就业技能培训， 借助信阳人力资源网上超市、

新县涉外劳务等平台，将除搬迁、产业扶贫之
外的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员进行劳务输出，转
移至县、市产业集聚区的有关企业就业，必要
时输送到市外和国外就业。

2014

年全县劳务输
出
22

万人，其中贫困农民占
20%

。

———搬迁扶贫。对居住在深山老林、家庭
经济长期困难的贫困户， 由政府组织搬迁，搬
迁费用由政府财政支付。 因搬迁撂荒的土地
（含山地）承包给专业合作社或大户经营，搬出
的贫困户有计划地集中安置在产业基地、县城
安置区、中心村或小城镇，统一配套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增收、发展和
就业机会。对搬迁贫困户发展生产、技能培训
和转移就业等需求，通过优先安排小额贷款贴
息、生产互助金、雨露计划等扶贫到户项目给
予扶持。

2015

年已搬迁扶贫
2073

人。

———兜底扶贫。全面落实国家各种扶助政
策， 对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的，由社会保障来兜底，做到“精准扶贫，不漏
一人”。

光山：打响精准脱贫攻坚战

金融伸援手
曾凡平（信阳市农信社派驻光山县凉亭乡石盘冲村第一书记）

石盘冲村位于光山县凉亭乡东北部，属于丘陵地带，

共
328

户
1386

人， 其中未脱贫
146

户
335

人，

2015

年预计脱
贫
53

户
117

人。

石盘冲村首先是农村合作社带动，利用本村种茶、制
茶专业人员较多的优势，开挖了

560

亩无公害茶园，成立了
扶贫专业合作社，带动了贫困户

30

户
100

人参与。目前已争取
选派单位捐助

35

万元，资金已全部到账，充分发挥了“第
一书记当代表，单位做后盾，领导负总责”机制的作用。

其次是分类脱贫，一是因残、因病及丧失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利用好低保户、五保户、养老保险金、政策供给及社
会团体一对一帮扶解决脱贫。二是缺技术的贫困户，采取走
出去、请进来，开展面对面的实用技术培训等。三是缺资
金的贫困户，通过各金融部门提供贷款支持，驻村单位已
为村贫困户陈老师家属办理了“恩师贷”

7

万元，帮助其做
羽绒产业。四是没有就业门路的贫困户，通过转移就业，

推荐成功人士带其到外地打工或介绍其在当地就业。

转型闯新路
金建军（光山县晏河乡党委书记）

晏河乡下辖
21

个村（街），总人口
4.79

万，

属浅山丘陵区，人均可用耕地不足一亩，截至目
前全乡还有

6

个贫困村， 贫困户建档立卡
1119

户
4725

人。

2015

年，晏河乡预计脱贫
972

人，将
着力从传统农业转移到特色产业， 把富余劳
力从农业转移到特色产业，帮助贫困户脱贫。

首先是念好“茶”字经。晏河乡茶叶种
植达

2

万亩，先后成立
24

个农民茶叶专业合
作社，每年可就近解决

4600

人就业，每亩年
人均增收

6000

元，

2015

年计划通过茶产业
脱贫

325

人。其次，抢抓全县实施“全民油茶
计划”的机遇，已引进北京建宏中天农林发

展有限公司投资
8000

万元， 兴建万亩油茶
基地，采取“公司

+

农户”的方式，为贫困户
设立了

80

个岗位。

2015

年，通过油茶产业可
脱贫

42

人。最后，作为劳务输出大乡，目前
晏河乡驻北京

5

个党支部和驻武汉党支部
进行衔接，设立贫困户爱心岗位，每年就可
解决近

5000

人就业。

2015

年，通过转移富余
劳动力，预计可实现

97

户
385

人脱贫。争取
今年年底前，通过发展产业、转移劳力、易
地搬迁和政府救助等措施完成

972

人的脱
贫任务；到

2017

年底前，全乡
4725

名贫困人
口全部实现精准脱贫。

脱贫路先行
敖曰明（光山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交通部门在扶贫攻坚中担当着“先行
官”的责任，光山县交通部门在扶贫攻坚战
略上的基本思想是：吃透上下情、完善公路
网、试点村组通。

吃透上下情，首先就是按照中央《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河南省扶贫“转、

扶、搬、保、救”五项措施及信阳市扶贫工作
实施方案要求，找准路子；其次是掌握县域
情况， 做到心中有数； 最后是摸清群众需
求，找准着力点。全县共有

353

个行政村（不
含部分居委会）

5465

个村民组，如实现“村
组通”，还需建设公路里程

2780

公里，桥梁

381

座
10577

延米。

完善公路网， 就是按照拟定的“十三
五”补网规划，计划新建

2

条重要县乡道，即
沪陕高速仙居出口至

G106

白雀县界公路，

县城至晏河至泼河水库公路， 共涉及贫困
村

40

个、

21

万人，可连接两条高速、五条省
道，与县规划的“一河两湖三园”连成整体，

扶贫效果可期。

试点村组通， 就是根据全县浅山丘陵
地带，人口多但居住分散，目前仍有

60%

村
民组不通公路的现状，“十三五”期间，规划
建设村组公路

1750

公里。

贫困变先进
胡善信（光山县晏河乡帅洼村党支部书记）

帅洼村位于光山县西南部晏河乡， 地处山区，全
村有

１９

个村民组，共
５２６

户
２２６６

人；过去是国家级贫困
村，现在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帅洼村脱贫主要有两条
途径：

生态产业脱贫。村“两委”带领群众修路、挖山、治水，

种植板栗
６０００

亩、茶叶
３０００

亩、油茶
１０００

亩，整修塘、堰、

坝
４８

处，还成立了茶叶深加工合作社，贫困村民有了稳定
收入，脱贫致富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村“两委”组织村民种
植高档花卉、苗木，并引进育才花卉苗木有限公司落户，解
决贫困村民就业

１００

多人。 贫困村民通过帅洼农民资金互
助合作社小额贷款，办起了多家农家乐，靠生态旅游脱贫
致富。

劳动力转移脱贫。全村在外打拼的村民成立了注册公
司
２０

多家。全村共转移劳动力和贫困人口
７００

多人。针对在
家的妇女劳力，村“两委”组建了“毛发收购”经济团体，成
员有

１５０

余人，每人每年挣纯利润
6

万元到
8

万元。

企业带民富
张龙云（光山县东方心典羽绒服装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东方心典是全国劳动防护行业
50

强， 也是光山羽绒
龙头企业，拥有国际最先进的智能化设备

1000

台（套），是
省“巧媳妇工程”示范企业，可解决

800

名农村贫困妇女和
下岗职工再就业，每年轮流培训贫困农民

1000

人次。

“巧媳妇工程”在招聘上针对全县贫困农民优先录用，

对不会缝纫技术的人员，公司进行免费培训，每年培训
800

人，现已培训熟练技术工人
2400

人，每年到全国各地进行
现场充绒，可以脱贫

2000

人。公司现有工人
400

人，其中
280

人是贫困农民经公司培训后留厂工作的，每月工资达
3000

元左右。

羽绒产业是光山的支柱产业，通过“公司
+

‘巧媳妇’

工程
+

养殖户”的模式精准扶贫，吸纳在家妇女参加培训，

实现就地就业，脱贫致富。东方心典公司和雅鹿公司合作，

用品牌拉动，做大做强光山羽绒产业，未来可能需要大量
产业工人，每年为全县解决

2000

多人就业，对精准扶贫产
生积极效果。

中共光山县委书记刘勇 光山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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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务

� � � � 2015

年， 依据新的贫困认定标
准，光山县有贫困村

106

个、贫困人口
79573

人。

●新理念

� � � �

坚定不移地发展好农业， 巩固农
业基础地位；坚定不移地发展工业，增
强全县经济实力； 坚定不移地加强城
市化建设， 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坚定不移地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美丽
光山；坚定不移地发展服务业和第三
产业，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坚定
不移地加强民主和社会建设，确保人
民生活有基本保障。

●新举措

� � � �

结合实际， 抓住关键，

实施产业扶贫、 转移扶
贫、搬迁扶贫、生态扶
贫、兜底扶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