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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精神扶贫最强音
——太白县脱贫攻坚扶贫扶志工作综述

“现在，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生产生

活极其便利，我家去年底已脱贫了。”近日，

在太白县开展的“脱贫攻坚我来说”活动

中，咀头镇白云村村民安小红和大家分享

他的“脱贫经”。

2019 年以来，太白县坚持以精神扶

贫为抓手，注重对贫困户内生动力的激

发，着力破解一些群众“贫在精神、困在

意志”的难题，不断凝聚全社会脱贫攻坚

的强大正能量。

经过不懈努力，太白县贫困群众中

“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的消

极思想逐渐消失，“勤劳脱贫光荣，摘帽生

活幸福”的积极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

群众依靠辛勤劳动走上了致富道路。

扶志强信心

激发内生动力
针对部分贫困群众中存在思想

落后、不思进取、不务正业等问题，

坚持以教育引导为前提，牢固树立“扶

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的观念。

太白县在实施道德评议、移风

易俗等“七大工程”的基础上，采

取随机抽查、入户走访等形式，对

全县 7 个镇扶贫扶志工作进行现场

督查，下发扶贫扶志工作中存在问

题交办单，责令各镇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限期整改；协同各镇对其上报

的辖区内存在“等靠要”思想的群

众进行摸排走访调查，召开座谈会，

对他们一对一、菜单式制定帮扶措

施，激发其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之际，该县组织开展了“喜迎祖

国七十华诞描绘大美太白风光”书

画展活动，县内近百名书画爱好者

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讴歌 70 年来

新中国的光辉历程，展现 70 年来

太白大地的沧桑巨变，为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提供强大的精

神动力。

这只是太白县营造精神扶贫浓

厚宣传氛围的一个缩影。太白县在县

属新闻媒体开设“扶志扶智”专题专

栏和访谈栏目，刊登主题稿件 37 篇。

广泛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 70 秒”寻访行动暨“脱贫攻坚先

锋榜”典型宣传活动，录制节目 21 期。

在各镇设置“扶志扶智”宣传牌，在

村绘制“扶志扶智”文化墙，及时更

换刷新“扶志扶智”宣传标语。组织

“三下乡”“迎国庆”等文艺演出活动

190 多场次。在第六个国家扶贫日举

办了群众文化汇演暨《记者眼中的太

白县脱贫故事》发行仪式，见证了太

白县脱贫攻坚的艰辛历程。

太白县积极开展各类宣讲活动，

采用宣讲团、现场培训、现身说法等

方式，提振贫困群众的脱贫信心。该

县邀请市委讲师团成员作了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宣讲。7 个镇、

县直各部门、县委党校、宣传文化

战线近 20 名理论骨干组成的讲师团，

结合工作实际，在各镇、部门、村

组开展宣讲，现已开展各类宣讲活动

150 多场次。组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队，广泛开展“讲故事、疏心结、讲

卫生、促健康”等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持续厚植群众文明实践养成，

进一步提振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决

心信心，切实激发群众自愿、自觉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的热情，积极主动改

善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

太白县还注重引导群众树立邻

里互助、孝老爱亲、勤劳致富、崇

尚新风的生活理念，激发贫困群众

的“脱贫志”、汇聚乡村振兴的“正

能量”。春节期间，县上精心组织开

展“讴歌新时代·共圆中国梦”群众

春节联欢晚会；端午节期间，黄柏

塬镇组织开展“阵阵粽叶香 浓浓党

群情”主题活动，全面展示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提振全镇干部群众

脱贫攻坚的“精气神”；中秋节期间，

桃川镇以“我们的节日——中秋节、

重阳节”为主题，开展关爱老人系

列活动，弘扬敬老、爱老、亲老的

社会风尚；国庆节期间，鹦鸽镇组

织开展“迎国庆、守初心”系列文

化活动 , 彰显了镇村党员干部积极

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扶智富脑袋

增强脱贫本领
为了增强贫困群众的脱贫能力，

太白县从“授之以鱼”向“授之以渔”

转变，让帮扶干部面对面向贫困群众

传授脱贫的产业知识、专业知识、健

康知识，使贫困群众实现由“口袋扶

贫”向“脑袋扶贫”的转变，也有效

地解决了贫困群众身无长技“不会脱

贫”的问题。

太白县紧扣增强贫困群众“治

穷病、拔穷根”的自主脱贫能力，

把提升贫困群众劳动技能作为激发

内生动力的基础性工作来抓，整合

扶贫、农业、林业等部门资源，积

极开展实用技术培训。3 年多来，

共举办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种植

养殖技能培训 320 多场次，培训贫

困群众 14180 人次。开展科技扶贫

服务活动，安排科技人员联系 37

个贫困村，派出技术服务人员 70

多人次，为贫困户发展种养业提供

技术指导；组织 11981 名贫困群众

参加烹饪、家政、养殖等职业技术

培训，全面提升贫困户脱贫致富的

能力。开展劳务对接活动，今年已

完成新增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937人次。太白县结合实际，对乡

村公益性岗位开发进行探索，制定

《太白县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助力

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开发农村贫

困劳动力公益岗位 665 个，提供保

洁员、巡逻员等就业岗位 1925 个，

明确岗位补贴标准、监督考核等，

确保其有稳定收入。该县还开展“富

裕党员带头扶贫讲初心，贫困党员

带头脱贫树信心”的“双带双心”

党建扶贫活动，动员农村富裕党员

结对帮扶贫困群众，通过以身示范、

引导引领，在潜移默化中带动群众

寻找发展致富门路。

与此同时，该县还以蔬菜、菌

类、莓类、中蜂、乡村旅游等产业为

重点，引导县内外龙头企业在贫困村

建立农业产业基地、合作社，通过土

地租赁、入股分红等形式，与贫困户

建立利益联结机制。靖口镇盛禾蔬菜

产销专业合作社作为该县的示范带动

点，在实施菌类示范基地项目时，直

接征地 36 亩发展 54 座大棚平菇，代

管 15 座大棚平菇，带动 3 个村 180

多户群众脱贫，前两年每户的分红

最低不低于 1000 元，今年每户分红

可达到 1500 元以上。目前，全县共

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174 家、股份经

济合作组织 44 个，通过财政资金配

股，让 1450 户贫困户参与企业、合

作社生产经营，年终每户能领取红利

1000 元至 1500 元。

靖口镇大地岭村村主任陈林说：

“盛禾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代管我村

大棚每年的承包费是 55000 元，除

过给贫困户分红之外，村上还剩余

30000 多元集体收入，可以通过再投

入帮助贫困户发展，而贫困户还可以

入园打工增加收入。”

扶德树正气

营造脱贫氛围
“我虽然 59 岁了，但身体没啥

毛病，还能天天上山巡查，为啥不

给自己挣个好光景呢？”这是太白

县王家堎镇中明村红榜内脱贫群众

杨志贵的一段话。

为促进村风民风好转，王家堎

镇在各村以晒“红黑榜”的形式，

推进移风易俗活动，用“党建 +”

激活乡村治理，围绕社会公德、家

庭美德、党员义务、个人

品德等方面开展评议，每月

评议结果在“红黑榜”进行“晾

晒”，引领全镇党员干部群众讲品

行、树新风，营造向善向美的社

会文明风尚。

提升道德水平，营造良好风

气。太白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村规民约建设，向社会传

导“自力更生、脱贫光荣”的正

确价值取向；结合各村实际，修订

完善村规民约，广泛动员人民群众

支持和参与道德建设，加强“发现

好人、推荐好人、崇尚好人、争当

好人”道德机制建设，持续营造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良

好氛围；坚持以道德评议树人，大

力开展“移风易俗”行动，积极培

育“文明有礼型”农民，通过“学

典型”“讲道德”“推先进”，评选

出先进典型 300 余人；通过开展家

风家训评选活动，推动优秀家风家

训进村组、进社区、进家庭，以家

风建设正德树人、淳化民风。

“脱贫先立志，致富靠自己”“不

等不靠不要，美好生活自己创造”

……太白河镇一面面图文并茂的文

化墙，一幅幅励志鼓劲的宣传标

语，激励着全镇贫困群众自强不

息。同时，该县县镇村帮扶干部

深入各镇村组、农家院落，为群

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如春风化

雨般滋润着群众的心田，让他们

树立起不等不靠、踏实苦干的思

想理念。

围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积极

组织开展“文明镇”“文明村”“文

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各镇打造乡风文明示范街

1 条，推荐上报市级文明镇 1 个、

市级文明村 3 个。通过开展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教育引导

群众自觉培育健康文明乡风。

如今，走进太白县，摒弃

“等靠要”思想、克服困难条件、

勇敢面对生活、积极主动脱

贫的群众不胜枚举，一个个

有责任心、有追求、有志

气、有精气神的新型农民，

凝聚起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向心力”，也为全县高质量

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汇聚

了强大精神力量。

太 宣

咀头镇技能培训

黄柏塬美丽乡村

靖口镇传统文化宣讲

鹦鸽镇红歌比赛

文艺展演
聘请宣讲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