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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大东！你在家吗？”此时

正在忙活的鲁大东又听见熟悉的声

音，一定是姬书记来了！鲁大东放下

手中的活儿，起身迎了出去……

鲁大东口中的姬书记，就是姬

斌，自五月份从县住建委选派到新

发镇庄沿村担任第一书记以来，姬

斌 几 乎 每 周 都 要 到 鲁 大 东 家 去 看

看，鲁大东是庄沿村百车口村民，

2016 年已脱贫，为了巩固成果，目前

正在发展当地特色产业稻虾混养，

增加收入。一开始鲁大东积极性很

是不高，他觉得自己一没什么文化，

二没什么技术，三没有资金，家里还

有两个残疾人，哪也去不了，又不知

还能干什么。

姬斌想，扶贫先扶智，村里像鲁

大东这样的情况又何止一人呢？要

想发展，必须要因村、因户精准施

策，对症下药，制定良方。

把脉问诊找穷根

庄沿村地处老郎川河下游，第二

联合圩内，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共计

19 个村民组，856 户，3068 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 46 户 89 人。为全

力推动精准扶贫工作有力、有序、有

效的开展，姬斌到村后不辞辛苦，逐

户逐人入户走访，掌握全村贫困户以

及“八类人群”的基本情况，认真分

析，“把脉问诊”找穷根，在他的笔记

本上密密麻麻的做了详细记录，制定

每户贫困户“一户一策一措施”，因

户因人细致把脉，找出了“智和志”

的穷根源。

对症下药开良方

姬斌按照村第一书记的工作要

求及帮扶干部的职责任务，结合贫

困户的“号脉单”，不仅带头在他所

帮扶的三户贫困户对象中，列出扶

贫“良方”对症下药，同时还号召其

他在村 17 名帮扶干部开良方，打破

了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姬斌与

他帮扶的五保散养贫困户颜昌明多

次商议，动员他土地入股，养殖家

禽，利用资产收益和县标产业发展

经济；与低保贫困户宗小根多次协

调，想方设法介绍他到周边家庭农

场打零工；动员低保贫困户鲁大东

发展稻虾混养，并为他协调贷款 5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同时还提供了

技术保障，在农忙的季节还帮助他

联系三轮车给大户运输稻谷，增加

收入；帮助低保贫困户彭金玉销售

扫帚 200 把；帮助庄沿村达省标的 7

户养鱼户签订了订单销售协议，并

每户提前预支 500 元。

功夫不负有心人，良方措施见

实效。在姬斌真心、真情的帮扶下，

帮扶对象家家增收，人人笑颜——

彭 金 玉 今 年 销 售 扫 帚 年 收 入 2400

元 ；宗 小 根 打 零 工 年 总 收 入 6000

元；鲁大东可望今年大干一场，力争

收入达 15000 元……

党建引领促攻坚

姬 斌 在 抓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的 同

时，始终紧抓党建工作，他牢固树

立“ 政 治 意 识 、大 局 意 识 、核 心 意

识、看齐意识”，积极围绕抓党建促

经济这一理念，因村施策，不浮不

夸，一心强力打造“稻虾种养”产业

基地，极力助推贫困户“四带一自”

产 业 模 式 发 展 经 济 ，着 力 争 取 项

目，改善基础设施，结合乡村振兴

战略为契机，用三年的时间，把庄

沿 村 打 造 具 有 特 色 的 湖 区 千 年 古

村落。

郎溪讯 为认真落实市县畜禽养殖污染

整改工作会议精神，促进畜禽养殖业健康发

展。近期以来，毕桥镇强化措施、狠抓落实、

加强监督，多举措扎实组织开展规模畜禽养

殖场(户)调查摸底工作。

高度重视，强化机制。根据县有关畜禽

养殖防治污染工作精神，该镇成立了由镇党

委书记、镇长任组长的畜禽养殖污染整改工

作领导小组，并召开了由全体镇、村(社区)

干部、部分辖区养殖场(户)代表参加的畜禽

养殖污染整治工作会议，部署畜禽养殖污染

整治工作任务，明确治理目标、整治要求、工

作责任。

加大宣传，营造氛围。通过悬挂标语横

幅、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开设宣传

栏和微信转发等多渠道进行广泛地宣传、告

知相关政策精神以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引

导辖区居民自觉遵守环境法规。同时充分发

挥基层干部的作用，深入养殖场点，面对面做

宣传发动和教育，耐心做好养殖户的思想工

作，争取更多的养殖户自觉遵守法律和政令，

自觉治理养殖污染，为整治工作的推进营造

良好的环境治理舆论氛围。

全面排查，限期整改。根据县统一部署

安排，该镇由镇农综站牵头，各村责任干部配

合分别深入各村进行摸底调查全乡畜禽养殖

场(户)情况。着重对各养殖户养殖规模、养

殖情况、清改设施情况进行统计造表，并对养

殖场建立一户一档资料，为整治工作提供切

实依据，并且严禁新建非法畜禽养殖场。同

时，安排专人对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进展

情况实施定期、不定期巡查督查，动态掌握整

治取得的进展及存在问题并及时整改，有效

推动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截至目前，全镇共统计从事生猪养殖36户，牛

羊养殖18户，家禽养殖64户。通过本次摸底调查

工作的开展，切实获得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为该

镇下一阶段的全面整改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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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扶贫故事征文选登

■ 黄康葵 徐萍萍

走进扶贫一线

“呦、呦、呦……”龚菊胜边撒饲

料，边唤着鸭子，成群的鸭子一个个

昂着头欢快地赶过来。“目前养了

500多只鸭子。”瞅着眼前的鸭子追

逐嬉戏，龚菊胜高兴地说，“鸭子帮

我摘了穷‘帽子’。”

龚菊胜的鸭子养殖基地，不在

别处就在自家屋后的小院。走进龚

菊胜家的小院，只见经过一番改造

后小院变成了鸭子养殖地，一只只

扭着尾巴的鸭子拍打着翅膀，在小

院里觅食，它们一群群由西边而来，

一会又往东边而去。而这群鸭子不

仅给龚菊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更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今年52岁的龚菊胜是十字镇水

鸣社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因为儿子

患有脑瘫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二十

多年来，夫妻二人一直忙于照顾孩

子，不能外出务工。“家里的收入就靠

自己和妻子种田勉强维持生计，往年

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是怎

么走过来的。”龚菊胜感叹说。

今年年初，龚菊胜的生活迎来

了转机，因为在实施精准扶贫活

动中，同村的一户贫困户的帮扶

干部的朋友想在村里找人帮忙养

殖灵芝鸭，于是村干部便在村里

贫困户中积极寻找适合养殖的贫

困户。“我们开始就想找那种有劳

动力又勤劳的贫困户，想让他们

通过这种特色养殖来脱贫致富。”

水鸣社区主任何泽泉介绍道。

一次偶然的机会，何泽泉来到

龚菊胜家，细致了解他家的情况

后，觉得龚菊胜夫妇俩都很勤劳，

最后建议他养鸭脱贫致富，还现场

为他定制了养鸭方案。何泽泉告

诉龚菊胜，脱贫致富奔小康一靠党

的扶贫政策，二靠科学种养，三靠

勤劳致富。

虽然何泽泉的话让龚菊胜很是

心动，但是想想自家的情况，龚菊胜

想打退堂鼓，“养鸭子也是要本钱和

场地的，我们一没本钱，二没技术，

怎么能养好鸭子，而且还是灵芝鸭，

肯定更难养。”龚菊胜将自己的顾虑

一股脑的告诉了何泽泉。

看出龚菊胜想养只是苦于一些

条件不敢养，何泽泉便积极与厂家

联系，希望在技术资金上能给龚菊

胜带来一些便利。这一联系，一个

好消息便传入了龚菊胜的耳中。原

来，灵芝鸭是灵芝水喂养的鸭子，食

用灵芝鸭有一定中药药效，对人体

有着滋阴补肺、益肾止咳功效。而

养殖灵芝鸭相对于普通鸭子更轻松

省事，因为这种鸭不需要下池塘放

养，并且产生的粪便没有臭味，所以

在家里的庭院就可以饲养。不仅养

殖方便而且厂家直接提供种苗、饲

料、药物、技术等服务，只需要农户

帮忙养殖，并且养殖周期短，政府给

的优惠政策多，贫困户养灵芝鸭不

仅风险小、投资少，而且收益好。

所有的难题解决后，龚菊胜第

一次饲养了 200只鸭苗，在龚菊胜

的悉心照料下，小鸭子们长势喜

人。“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卖了二批

了，每只鸭子可以赚到6到8元，主

要是没有成本，就看养的好不好了，

买了五六千块钱了，马上第三批可

以买了，一年养个四五批，两万多元

的收入没有问题。”龚菊胜算了算收

入账。“以前一家人糊口都成问题，

如今手头还有了存款。”龚菊胜笑着

说，“最难熬的日子都过去了，眼下

生活不知比以前好了多少倍。”

何泽泉表示：“这也是我们社区

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养殖项目，下一

步，我们考虑继续在社区中寻找适

合养殖的贫困户，将这种特色养殖

在贫困户中推广下去，帮助贫困户

早日脱贫致富。”

“灵芝鸭”带来大惊喜 贫困户收获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