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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作为，精准对标，创新模式，决胜脱贫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校）始终把精准扶贫作为政治任务，依托自身优势，

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先后在健全机制、科技扶贫、培训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贫、联村帮扶等

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拓宽了扶贫新思路，创建了扶贫新样本，探索出参与脱贫攻坚多元

化新路径，助推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新发展，为高职院校扶贫开辟了新视野。

一、健全机制，推出精准扶贫方案

（一）建立健全扶贫工作机制

学校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建立了党委牵头负责、多部门联合协作的扶贫工作组，确定工作职责，

制定工作目标。纵向上层层抓落实，横向上部门协同、齐抓共管，层层压实扶贫主体责任。对标“精

准扶贫”要求，制定了精准扶贫工作方案，健全扶贫工作机制，突出“科技、产业、生态、教育、

健康”专业优势，动真情、出真招，多措并举，推进精准扶贫出实效。

（二）组建科技扶贫服务团队

学校根据《湖南省万名农业科技人员服务现代农业工程 2017 年实施方案》要求，学校主动对接

怀化市会同县，2017 年牵头成立了由 19 名省市级专家、102 名县乡级专家组成的湖南省“万名工程”

会同县服务团，制定定点科技服务工作方案，开展科技扶贫、促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服务团以产

业和技术问题为导向，以特色主导产业为服务重点，通过帮联共建、产业培育，引导科技成果有效

转化到产业中去，助推会同县魔芋、楠竹、蔬菜、林下种养、茶叶等优势产业发展。

学校敢于担当，针对全省 11 个深度贫困县，整合资源、精准发力，制定了《教育帮扶全省 11

个深度贫困县行动实施方案》，创新并实施“五双六优先”新举措，助力深度贫困县脱贫，提升精准

扶贫效果。“五双”包括：“双免”即对在学校就读的深度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学子免学费、免餐

费；“双一对一”即在 11 个深度贫困县组建“一对一”科研攻关团队、重点瞄准“种养+加工+销售”

产业链上技术难点开展攻关、解决脱贫科技瓶颈并免费捐赠技术资料，为深度贫困县学子安排就业

创业导师，提供“一对一”精准就业创业服务及资金帮扶；“双义”即义诊义检；“双送”即送医送

药；“双培”即免费为深度贫困县困难群众开展医院（或家庭）护工培训及医药营销培训并解决就业。

“六优先”即对来自全省 11 个深度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学子，优先安排勤工俭学岗位、优先顶岗

实习、优先订单培养、优先选读专业、新生报到优先，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学校师生组建了 25 支志愿者服务队，制定“情牵脱贫攻坚”主题实践活动方案，2017 年 7 月，

深入衡山县、常宁市、衡阳县 75 个贫困村进行调研，为贫困村脱贫致富献计献策。在常宁市塔山瑶

族乡，提出将森林碳汇打造成塔山瑶族乡一张名片，使其成为衡阳市的“绿肺”，建议采纳后，休闲

游客大增加。省教育厅、省扶贫办对学校暑期大学生“情牵脱贫攻坚”主题实践活动给予了充分肯

定，有 2 名老师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3 名同学获“优秀大学生志愿者”称号。

二、科技扶贫，推动产业经济发展

（一）科技服务突显产业群聚

近年来，学校组建的农业科技扶贫服务团队在会同县“一对一”服务农业产业园 2 个、省级扶

贫点 2 个、新型经营主体 26 个，带动新增专业合作社 33 个、家庭农场 50 个，新增市级龙头企业 2

个；培育特色主导产业 5 个，完成毛竹低效林改造 1万余亩、建成魔芋示范基地 5000 余亩；新认证

绿色食品 2 个、有机食品 4个；新开展乡村旅游项目 24 个，全年接待游客和实现旅游收入分别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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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30.2%和 35.6%。

（二）特色产业破解发展瓶颈

魔芋是会同特色产业，已初步形成种苗繁育、栽培管理、生产加工、产品营销的魔芋产业链。

但魔芋规模种植后，软腐病、根腐病、白绢病等病害严重，导致减产甚至绝收，严重制约魔芋产业

发展。学校专家多次深入生产基地开展魔芋丰产高效栽培研究，总结出从选种、整地、起垅、种植、

施肥、病虫害防治等一套适合会同魔芋丰产高效栽培的技术规范，有效防治了魔芋土传病害的发生，

并通过改造由中高海拔移至中低海拔种植，扩大了种植范围。在学校科技助力下，会同提高了魔芋

产量和质量，在全县 18 个乡镇种植魔芋 3.5 万余亩、带动周边市县种植达 5 万亩，带动贫困户 2519

户、贫困人口 8570 人植魔芋脱贫致富，产品还获省首届林业博会金奖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实现了

“小魔芋彰显大魔力”。

（三）科技攻关助推经济发力

针对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生产实际存在问题，学校申请《油茶低产林改造技术推广》《优质工业用

材毛竹林丰产培育与加工利用技术推广》《魔芋林下高效栽培研究与示范》《复方纳米中草药对 HPAI

防控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等 10 多个部省科技专项，以杉木、油茶、楠竹、脐橙、杨梅、葛根、

魔芋、黑山羊、獭兔、蔬菜等产业为重点，对会同、双牌、安仁、祁东、常宁、衡南、衡阳、桃江、

道县等 13 个县（市区）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问题开展科技攻关，扶助农业特色产业，促进农业产业

经济持续发力，多地农业产业产值实现过亿元，带动乡村脱贫致富。

（四）合作联盟援手企业强劲

学校与 30 多个农业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实施战略联盟，开展协同攻关，破解生产技术难题。如

与茂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宏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组建战略合作联盟，与麒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开展种植、畜禽养殖、生态规划等技术协作，与通道县农业科技园签订成果孵化与转化、项目开

发、人才培养等协议，与锦盈生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人才培养、技术及项目开发等协议，

与温氏集团安仁公司达成校企合作协议，与力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施农产品精深加工、传统

民居改造与环境设计、旅游策划、资源开发及市场营销等全方位合作，等等。如与力丰现代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实施的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年产值由 1500 万元增加到 4000 万元，有效帮助企业实现

经济翻番。

三、培训扶贫，推动“输血”转向“造血”

（一）培训新型农民助推振兴

学校开展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是服务本地“三农”、助推本地“三农”发展、实行精确扶贫的

又一举措。2016 年 12 月 11 日，学校率先举办衡阳市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班，来自衡阳市的 144 名

青年农场主参加了培训，通过理论学习和参观培训，提高了现代青年农场主的创业能力。2018 年 5

月 23 日，学校对该班又组织开展了加强与提高的第二期“回炉”培训，本次“回炉”聚焦农业绿色

增产增效攻关模式、良种良法配套等技术技能。2017 年 11 月 21 日，学校举办了第二批衡阳市现代

青年农场主培训，主要对象是各县市区从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的 50 名农场主，经过学习与培训，

使学员掌握了休闲农业、休闲旅游经营管理及创业兴业等知识与技能。衡阳市农委认为，学校开展

的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通过新型农民培训，提升了青年农场主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了一批创业能

成功、带动有成效的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有效实现了衡阳市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落小落细。

（二）主动服务推送致富技术

学校针对一些普遍性农业生产技术问题，组织专家主动上门服务，专门送技术下乡，培训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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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手，助力乡村脱贫。2017 年 10 月 21 日，学校林业科技创新服务团队姜小文教授为石鼓区松木村

近 100 名移民讲授葡萄栽培技术，切实解决移民在种植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有效提高葡萄种植技术

水平。2018 年 5 月 15 日，学校畜牧兽医科技服务创新团队许美解教授在省级贫困村——珠晖区东

阳渡街道光辉村，为 80 余名贫困户与养殖户讲解湘黄鸡养殖技术，让贫困户掌握养殖技术，增加收

入，助力脱贫致富。学校开展的“双培”即免费为深度贫困县困难群众开展医院（或家庭）护工培

训及医药营销培训服务工作，学校安排资金 71.4 万元。据统计，2015—2017 年，学校采取走出去

方式，先后在绥宁、茶陵、常宁、衡阳、莱阳、衡东等 10 多个县开展林业、森林保护、园林、果树、

蔬菜、畜牧水产等基层人员实用技术培训，共计举办 36 期、参加培训人员 3330 名，一批依靠技术

的乡村致富能手脱颖而出。

四、教育扶贫，推动靶向“贫困”“隔断”

（一）贫困学子资助全面覆盖

学校将国家奖助贷、校内资助、社会捐赠融为一体，构建起“奖、助、减、免、贷、补、捐”

齐头并进的多元资助体系，覆盖全部贫困学子。2017 年，全校获国家奖学金 6 人、国家励志奖学金

333 人、国家助学金 2428 人；生源地贷款 541 人；免除全部中职学生学费 1066.8 万元，获国家中

职助学金 957 人；为贫困学子设立勤工俭学岗位 349 个，占总数的 84%；校内助学金 800 人次，为

500 名贫困学子送上爱心棉被。学校还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助力 11 个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对 11

个深度贫困县建档立卡学生，免除在校期间全额学费、餐费，合计 220 万元。

（二）帮扶助学体系构筑完整

学校通过提供勤工俭学岗位、搭建就业实习平台等方式，形成了贫困学子从入学到就业全过程、

全方位、无缝对接的帮扶助学完整体系。对建档立卡贫困学子，在招生与学习方面实行“六优先”，

在就业创业服务方面实行“一对一”的“两帮扶”，确保其稳定就业、安心创业，仅此一项，学校即

安排资金 160 万元，有效激发了贫困学子主观能动性和就业热情，现学校贫困学子毕业就业率

96.72%，高于同类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实现了自我就业创业发展，带动了家庭甚至乡村脱贫，阻隔

贫困“代际传递”。

（三）扶贫助学增量叠加

学校教育基金会按照“双腿跑起来、脸皮厚起来、脑瓜子活起来、钱袋子鼓起来”的工作思路，

抓住机遇，推进教育基金转型增量。湖南省林业厅机关党委、湖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湖南步

步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衡阳市慈善总工会等单位纷纷慷慨解囊，近一年来，在“手拉手、心连心”

爱心助学系列活动中为学校贫困学子捐赠 60 多万元，惠及 200 多名贫困学子；双峰县人民政府“精

准扶贫”娄底籍贫困学子杨艳华 3 万元；贫困学子陈琳以自强不息、勤奋刻苦的事迹获得了“白方

礼”励志助学金 5000 元。

五、生态扶贫，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一）宜居宜业厚植美丽

学校主持的《常宁盐湖镇四个矿区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对废弃矿区 4 个村脏乱差的环境进行

生态修复，达成了生态、人文和生活三重修复目标。主持《生态美学与衡阳乡村景观设计研究》项

目，将临近城区、传统种养的灵官庙 2 个村规划为劳动文化广场、生态蔬果生产、农耕文化体验、

农业技术研发和养生休闲健身等区域。与英国联邦林业研究所合作《工矿区土壤超富集植物材料选

择及修复技术引进》948 项目，在常宁黄金矿区、湘潭锰矿矿区等周边重金属污染土壤地区推广应

用已达 6000 亩，直接经济效益 2148 万元。承担的《常宁塔山等五个乡镇美丽乡村示范片区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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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服务建设 5 个乡镇 16 个秀美庄村，建成集中连片生态旅游特色示范区，帮助农民实现创业增

收致富。

（二）送医送诊确保健康

2017 年 11 月，学校师生组成“健康中国梦·义诊乡村行”服务队赴衡阳县樟木乡仁爱村，开

展“关注贫困·传递爱心”精准医疗扶贫送健康活动。为村民检查身体、发放健康保健知识宣传资

料及疾病防治资料，帮助增强健康意识，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现场开展义医义诊，免费发放日常药

品价值 3200 余元，健康宣教资料 330 余册，接待就诊群众 310 余人次。学校为深度贫困县群众义诊

义检及送医送药服务，免费赠送常用药品 1 万多元，开展药物知识宣讲，对病、残、心理障碍群众

建档立卡进行康复指导等。此外，2013 年以来，学校开展乡村医生专业人才培养，已培养乡村医生

专业毕业学生 279 人。在创新教育教学、卫生安全、纪律作风和医德医风建设等方面位居前列，被

湖南省卫计委评为“乡村医生培养优秀教学站”。

六、联村帮扶，推动“贫困”转至“脱贫”

（一）“结对帮扶”富有成效

根据衡阳市的安排，学校联村帮扶县级贫困村----衡阳县樟木乡仁爱村，2015 年，经过精准识

别并报衡阳市扶贫办备案，确定了学校 6 户“一对一精准帮扶”对象和结对帮扶责任人。为扶贫对

象建立了档案，制订了脱贫计划。书记、校长多次带领责任人上门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活动，

为扶贫对象送上慰问品、慰问金及帮扶资金，鼓励他们尽早走上小康幸福之路。2017 年，学校资助

6 户结对帮扶贫困户帮扶资金 9.6752 万元，慰问金及慰问品计 1.2188 万元，其中，用于危房改造

6.8752 万元，教育助学 2 万元，资金救助 8千元；2016 年联村帮扶资助仁爱村改善村交通设施 6万

元，赠送慰问金、慰问品计 2.0496 万元。目前，已帮扶一户实现脱贫，帮助 2户改造危房，资助村

建公路照明设施，帮扶仁爱小学开展爱心支教，资助贫困村 2 名特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发放各类宣

传手册两千余份，受到村民好评。

（二）安居工程捐助踊跃

2017 年 3 月，学校积极响应省委教育工委、省扶贫办关于“我想有个家”安居工程公益募捐的

号召，在全校组织开展了安居工程“我想有个家”公益募捐活动，主要用于联村单位住房改造。短

短的两天时间里，在校师生共捐款 69634 元，其中，教职工捐款 45794 元，学生捐款 23840 元。活

动的成功开展，充分展示了学校师生奉献爱心的质朴情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三）情系扶贫爱心助学

2018 年 1 月 24 日，学校深入扶贫村两位贫困学生家中进行慰问，分别将 1000 元慰问金、食用

油、大米等慰问品交到贫困学生手中，并勉励贫困学子坚定信心，勤奋学习，确保贫困学子度过一

个温暖祥和的寒假。2018 年 1 月 22 日，学校在结对帮扶村完小开展“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美丽中

国”春节慰问困难儿童活动，将 74 套书包及字典、文具盒、水彩笔等学习用品发放给 74 名品学兼

优的困难学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助推学生健康成长。

通过近几年扶贫工作实践，学校深深感到“宁愿要钱、不要项目、不要技术、不要培训”的想

法在一些县市区领导干部甚至群众中仍然存在，可见思想观念教育、革新除旧依然任重道远。如论

如何，学校将一如既往深刻领会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新部署、新要求，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创新扶贫举措、加强工作力度、真抓实干、强化落实，充分发挥学校农林

专业优势，助力打赢扶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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