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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 平

□ 田洪波

石阡属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

区，是全国590个国家扶贫工作重

点县、贵州省50个扶贫工作重点

县之一。截至去年底，全县尚有贫

困村159个、贫困人口14，972户

共 计 48，708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12.21%。如何按期完成向贵州铜

仁市委、市政府立下的脱贫攻坚

“军令状”，尽快顺利撕掉“国家扶

贫工作重点县”这一贫困标签，向

全县46万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

卷？以有别于常规的手段、以前所

未有的力度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显

得尤为紧迫。今年，石阡县借力

“民心党建+‘三社’融合促‘三

变’+春晖社”农村综合改革，应时

而动、顺势而为，积极探索、大胆实

践，开启了组织、市场、社会三方合

力战贫困的突围攻坚战。

2017年9月中旬，记者参加由

贵州省委宣传部、省交通厅组织的

大型采访团，走进素有“中国温泉

之乡”“中国长寿之乡”美称的石阡

县，感受到石阡县以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推进“百姓富、生态美”创建

活动、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等方面为

突破口，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脱

贫攻坚新路子。

高标准定规划

9月 24日，石阡县召开2017

年脱贫攻坚秋季攻势，对67个拟

出列贫困村和29个深度贫困村脱

贫攻坚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瞄准目标，发起冲锋，迅速掀起新

一轮攻势热潮，确保如期打赢脱贫

攻坚阶段性战役。

2017年，石阡县坚持县内、县

外“两条腿走路”，深入实施工业

“百千万”工程，切实帮助企业解决

用地难、招工难、融资难等问题。

围绕温泉、茶叶、石材、乡村旅游、

矿泉水等特色名片，加大招商引资

和融资贷款力度，积极争取大型企

业落户石阡。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围绕商贸物流、健康养老、电子商

务等现代服务业，规划建设民营经

济产业园，引导鼓励更多民营企业

进园区、进标准厂房、发展新兴业

态。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以

“三变”改革为统揽，深入推进农村

体制改革，有效破除制约农村发展

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促进农业生

产增效、农民生活增收、农村生态

增值。

在脱贫攻坚中，石阡县探索创

建四个“打破”机制，即打破行政区

域布产业、打破时间限制强基础、

打破行政级别建平台和打破行政

身份增动力，激发内生动力，引来

外部活力。科学指挥棒引领绿色

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县新增标准

化茶园3000亩，新植果蔬10万亩

以上，花卉苗木基地达 6000 余

亩。温泉公司、恒源矿业、阳光旅

游业等企业分别与建档立卡贫困

户建立利益联结，县三家企业集资

17万元无偿入股养蜂场。同时，结

合自身优势资源，与湖南等相邻省

市共建共享生态、旅游经济带动

圈。“在我看来，如果仅为GDP，肯

定是抓工业来得快。但只为GDP

而抓GDP，不一定发展就快。特别

是在脱贫攻坚关键阶段，主要看是

否更重视民生，是否真正把项目落

实好，是否把产业发展好。只要产

业、基础设施等上来了，GDP也就

自然上来了，两者是相互促进的。”

铜仁市委常委、石阡县委书记皮贵

怀告诉记者。

实践印证，2017年上半年，石

阡县地方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三项重要指

标完成 25.19 亿元、5.02 亿元、

24.72亿元，在全市排名中地区生

产总值增速排位第三、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连续3个月排第一、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排位第四。

交通建设先行

长期以来，交通不便一直是

制约石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

素。2009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力

争用三年时间实现“县县通高速”

的战略目标，石阡县由此迎来了过

境石阡的首条高速公路项目——

思剑高速，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思剑高速从2010年8月开工

建设，2013 年 11月 30日正式竣

工通车，结束了石阡不通高速公

路的历史。随后江口经石阡至瓮

安高速公路铜仁段建成通车，石

阡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两条高

速公路，缩短了石阡通向山外的

时空距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

产方式。思剑高速、江瓮高速建

成后，石阡交通区位优势日渐凸

显，迅速融入贵阳、镇远、铜仁、梵

净山、凤凰2小时黄金旅游圈。在

此基础上，该县加快城市主干道

建设，拉长延伸城市骨架；加大农

村公路建设力度，并在全县范围

内建立起县乡村三级“路长制”组

织体系，实行由县委书记和县长

担任全县“总路长”，对全县所有

公路管理负总责，打通农村发展

“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石阡

先后建设了龙底坝至中坝、鸭背至

冷龙城市快速干道项目；完成县乡

道提级改造151公里，通村沥青(水

泥)路建设989.5公里及园区、产业

公路建设296公里，完成鸳鸯湖、

坪山至尧上、县城至楼上等旅游公

路建设，为石阡2018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石阡县副县长董强告诉记者，

目 前 ，石 阡 县 公 路 总 里 程 达

3293.18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09.4

公里，国道202.87公里，省道142.3

公里，县道620.68公里，乡道886

公里，村道1331.93公里，建制村通

畅率达97.82%，农村公路列养率

达100%，县道经常性养护率达到

100%，乡道经常性养护率达60%

以上、村道达50%以上，重点路段

（除特殊地质隐患点外）安全隐患

治理率达100%。全县有营运客车

241辆，投入运营客运站9个，全县

建制村通客率达96.3%。

产业带动发展

石阡县因地制宜共谋产业发

展，制定出台了“1112”扶贫增收计

划和启动实施了“三个万元”工程，

茶、药、果三大主导产业不断发展

壮大，尤其是茶产业率先突破，基

地由2011年的25万亩迅速发展

到现在的40余万亩。同时，发展

中药材产业，以及水蜜桃、猕猴桃、

软籽石榴等精品水果；蔬菜、油茶、

乡村旅游等辅助产业均成为农民

增收致富的途径。该县还结合山

地农业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种草养

牛、羊，养殖蛋鸡等有效增加农民

收入。按照“园区景区化、农旅一

体化”的思路，做大做强园区主导

产业和配套产业。据了解，“十二

五”期间，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迅速增长。其中，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2011的 3874元增

加到2016年的7452元；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1的11，658

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23，797 元。

2017年拟出列贫困村67个，减少

贫困人口1.34万人，贫困发生率下

降3.33个百分点。2018年拟出列

贫困乡镇1个，贫困村92个，减少

贫困人口2.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

降6.83个百分点。2019年~2020

年稳步提升并巩固整县脱贫成果，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实现同步小

康打下坚实基础。

石阡县龙塘镇大屯村茶园目

前种植有1500多亩苔茶，村里还

组建了茶产业集体经济合作社，产

业发展风生水起，成为群众脱贫致

富的主打产业。

十多年来，石阡县把茶产业作

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作为

引领全县农业发展的特色产业，坚

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引导

群众实施“退耕还茶”工程，茶园

面积逐渐增加。据统计，目前石

阡苔茶产业种植规模扩展到42万

亩，加工企业有130多家，茶叶专

业合作社43家，涉茶人口达到15

万。产业规模居全省前列，铜仁市

第一。

万亩森林万亩茶。如今石阡

大地，群山遍野是茶园，绿了荒山

富了人家。据统计，2016年该县

涉茶贫困户 8500 户约 3.5 万人，

贫困户茶园面积达4万余亩，涉茶

人员年均收入达3300余元，直接

带领5600贫困户23,000贫困人

口脱贫。

“做好茶文章，石阡将坚持抓

基地建设，坚持抓龙头带动，坚

持文旅融合，让游客泡着温泉、

喝着苔茶，感受长寿之乡的魅力。”

皮贵怀说。

茶产业是石阡县坚持生态产

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生动实践。近

年来该县把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

融合，通过发展茶、果蔬、精品水果

等，让荒山变绿山，绿山变金山。

如今，石阡森林覆盖率达

63%，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8.9%。

在绿色GDP的引领下，这座山水

之城正在后发崛起，因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本版图片由贵州省石阡县委

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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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县因地制宜共谋产业发展，制定出台了“1112”扶贫增收计划和启

动实施了“三个万元”工程，茶、药、果三大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茶

产业率先突破，基地由2011年的25万亩迅速发展到现在的40余万亩。

致富路开启“大美石阡”新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