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为激励全县上下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主战
场，在全社会营造决胜全面小康的浓厚氛围，《咸宁日报·崇阳周刊》从即日起，在《决胜全
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专栏中推出“脱贫之星风采展示”，对崇阳县90名脱贫之星的典型

事迹进行系列报道，展现贫困群众生活的喜人变化，宣传崇阳县脱贫攻坚的经验做法和
各领域扶贫脱贫典型事迹，全方位展现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奔小康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示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崇阳篇章、崇阳担当、崇阳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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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

陈和方，青山镇吴城村十组村民
陈和方，一家3口人，因本人患有心
脏病，儿子患有乙肝，2014年被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

陈和方患有较为严重的心脏病，

于2016年进行了心脏搭桥手术，基本
依靠妻子雷平芳种植蔬菜养活家庭。

2018年，陈和方病情得到好转
后，在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的鼓励
下，决定自主发展产业，申请到小额
贷款10万，经村委会的牵桥搭线，陈
和方将6万块钱投资到吴城村黑斑
蛙基地，占该基地15%股份。同时自
己也不闲着，在黑斑蛙基地进行务
工，务工年增收可达2万元。

2019年该基地黑斑蛙经过精心
饲养与管理共可产黑斑蛙4万斤，年
终分红可达45000元。妻子雷平芳也
是越来越有干劲，包租10亩农田种植
稻谷，年增收8000元。儿子的病情也
有好转，现在已经可以外出务工增加
收入。一家人的生活越过越好。

陈和方

夫妻同心奔富路

家住青山镇大坪村七组陈胜军，
今年64岁，现有家庭人口5人，因文
化水平低，无劳动技能加之自身发展
能力不足,于2014年被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

陈胜军夫妻俩是普通的农民，因
文化水平低，无技术，两口子一直在

家种田为生。2015年陈胜军听取帮
扶干部建议，他决定在家发展产业摆
脱贫困，他积极参加村委会组织的技
能培训活动，结合自身实际经验，专
心学习了水产养殖技术。

学到了水产技术后，针对他家旁
边几十亩荒田的情况,陈胜军利用他
家旁边几十亩荒田开挖鱼塘,初步预
算需投资八万多元,通过扶贫小额贷
款4万元和多方筹集资金4万元,新
建鱼池30多亩。他和妻子一起搭起
了棚，养起了鸡。2015年实现了人
均增收1.2万元。

陈胜军经常起早摸黑，向镇畜牧站
请教养殖技术，与其他先进养殖户交流
养殖经验。因陈胜军饲养的鸡防疫措
施处理得当，年底卖得了一个好价钱。

陈胜军

立体养殖兴财路

青山镇华陂村一组甘明志，2014
年因女儿甘雪患白血病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治病的路几乎花光了家
里所有的积累，在医疗政策的帮扶
下，医疗费用报销上取得很大帮扶，

孩子病情也相对的稳定。
2017年全村是脱贫年，甘明志

在市公安局帮扶工作队帮扶责任人
多次上门政策宣讲和多渠道帮扶下，
使其坚定脱贫信心。同年7月，甘明
志承包了将近50亩的鱼塘，主动学
习经验技术，积极投身到水产养殖行
业中。2018年5月，凭借青山天然的
活水资源优势，甘明志养殖的第一批
鱼刚上市就深受市场的好评。随着
卖鱼的次数增加，甘明志手头也慢慢
的宽裕起来。

2019年，尝到水产养殖甜头的
甘明志，借助精准扶贫的平台，贷款5
万元用来继续扩大鱼池，提升鱼类品
种，开设垂钓模式，利用自己的能力
带动更多的贫困户共同致富。

甘明志

科学养鱼尝甜头

青山镇回头村妇女甘学丽，原本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却因丈夫邬九良
在修车时发生事故导致瘫痪导致贫
困，家中还有两个在读书的孩子，因
此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扶贫政策的帮助下，甘学丽通
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勤劳苦干，虚心

向帮扶责任人学习脱贫致富门路，凭
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合理利用回头村
天然的林地优势，2015年开始养羊，
从最初的10余只羊逐渐发展到现在
80来只，全家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现
已成为村中养羊能手、致富的典型，
在2016年光荣脱贫。

如今，甘学丽家年收入3余万元，
热心肠的她，还会毫无保留地将养殖
技术传授给别人，村民养的羊有病，不
懂用药，不懂管理，她都热心为村民排
忧解难，因此得到村民一致好评。

甘学丽的女儿就读于湖北民族学
院，儿子在武汉做物流工作，当年瘫痪
在床的丈夫经过不断治疗也能下床行
走了，这一家的日子是越过越好。

甘学丽

勤劳的“女羊倌”

青山镇尺冲村村民廖国友，今年
45岁，全家4口人。2005年廖国友在
修路过程中，搬石块，不小心把手指砸
中，落下个三级肢体残疾。2014年前
因无技术、无文化、打工无路，导致家
庭贫困，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7 年赶上国家精准灭荒改
策。2018年，廖国友在尺冲村承包
精准灭荒两千多亩，以及省种苗站试
验基地四倍泡桐200亩，为了高质

量，高标准完成任务，他多方筹措资
金数10万元，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
力，圆满完成了所有精准灭荒任务，
并直接带动全村 30多户贫困户增
收，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注入新的动
力。经县林业局验收，成活率达到
95%以上，全部合格。由于精准灭荒
成效突出，多次受到省、市、县主要领
导的调研和表扬。省电视台还专门
拍摄了精准灭荒专题片，向全省宣传
廖国友的精准灭荒典型事迹。

目前，廖国友经营七房种植合作
社，年收入10万元。基本生活有保
障。大女儿廖星平已上大学，本人带
领贫困户务工，其妻子在家带孩子，
养猪，做饭，保障务工人员正常吃饭、
务工。实现“一有二不愁三保障”，生
活条件越来越好。下一步，廖国友说
日常生活、住院医疗、儿女读书都有
了稳定的保障，打算利用好自己的合
作社，领贫困户务工，提高收入，改善
生活条件。

廖国友

敢向荒山要效益

滕团石是青山镇回头村10组村
民,居住于回头村最边远的大山深
处。滕团石的妻子是一名语言二级
残疾,2014年经民主评议被纳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
2018年在帮扶干部的鼓励下，

面对着精准扶贫各类惠民政策的宣
传,聆听着脱贫致富的先进事迹,感
受着帮扶干部的亲切关怀和帮助头
脑灵活的他,决定通过发展产业来脱
贫致富。他通过向亲朋好友借钱和
申请小额信贷筹集了20多万，在自
家的山林字左右中开辟了半座山林
盖起了猪舍,养了10头母猪和40多
头常猪，2019年纯利润在5万元左
右。滕团石计划着来年继续扩大规
模，把产业做好做大。

滕团石

养猪脱贫富了家

青山镇回头村 10 组村民徐志
祥，离异，上有年迈体弱多病的父母，
下有一个女儿在桃溪中学读书。苦

于文化水平低、无专业技术，就依靠
他外出务工承担家庭重担。2014年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8年在村干部、帮扶责任人
和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徐志祥利用自
己打工的一点积蓄，花费6万余元买
了50只山羊，并搭建面积100㎡的羊
棚，干起了山羊养殖。通过县农业局
技术指导员的指导和向其他养殖山
羊的大户取经，养殖的山羊长得越来
越健硕。

在多方努力下，徐志祥的山羊实
现了盈利，一家顺利的摘了“穷帽”。
2019年，徐志祥的山羊销售利润已
经达到了3万多，手头也有了盈余，
日子越过越红火。

徐志祥

养殖山羊摘“穷帽”

天城镇鹿门铺村的邓正军，今年
42岁，妻子38岁，家里有5个孩子都
是在读学生，全家共有7口人。妻子
患有心脏病，全家重担靠他一人种田
维持。2013年被评为贫困户后，他
们家享受了产业扶持、教育扶持和危
房改造等多项扶贫政策。

村里考虑到邓正军家的实际困
境，将其妻子安排到村附近的棉签厂就
业，一年收入约有近两万元。为邓正军
的5个孩子争取到了教育扶持资金。

2016年，他尝试着养了10多头
生猪，村里积极帮助他联系专技人
员，畜牧的工作人员经常上门来给其
进行技术指导。2016年底，邓正军
开始扩大规模，新建猪棚，村里帮助
其选址、把路也修到了猪棚门口，
2019年，养猪的规模已经扩大到50
余头。当年，养猪的收入有近9万
元，加上妻子的就业收入2万余元，
他们家被评为了 2019 年的脱贫之
星，可谓是实至名归。

邓正军

夫妻携手战贫困

天城镇寺前村龚正宇，年幼时，
父亲因病魔去世。因为家境贫寒，他
高中毕业就回家撑起家庭的重担。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2008年他和妻子背上行囊就在

自家的荒山上建猪厂，并用科学的方法
进行猪圈改造，经过一年的努力付出终
于得到了回报，当年就赢利2万元。

目前他实行了配套养殖，并承包
了面积50亩的水库养鱼、养鸡、鸭，发
展到拥有了母猪30多头，牲猪400多
头，鸡、鸭500多只。每年安排劳力就
业80多个。

自己脱贫致富了，他还不忘回报
社会，不仅安排智障人陈瑞英在猪厂
做工，每天还给100元钱的工钱，缓解
了陈瑞英的经济负担。去年8月他出
资3万元修建了一条长600多米、宽3
米的土石路，方便了村民出行。

龚正宇

致富不忘众乡邻

天城镇桃红村二组的邹家兵，今
年37岁，未婚，家庭人口三口人，其
父母均已60多岁，没有劳动能力，住
房75平方米，全家靠他一人外出劳
动维持生活，2013年被评议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
在评为贫困户后，村里聘请邹家

兵为扶贫专岗治安员，年收入0.5万
元；其父亲邹明星享受低保加护理，每
年0.4万元；引导他养黄牛15头，年收
入约1.5万元；竹林65亩，每年收益
0.5万。通过帮扶，2017年已脱贫。

在生活方面，其原住房75平方
米，同步搬迁住房；有稳定经济来源，
吃穿不愁；饮水来源为村集体修建的
饮水池，吃水有保障；电网改造后有
安全稳定的用电保障；医疗享受985，
就医有保障。

2019年他们家脱贫不脱政策，
邹明星继续享受低保、重度护理补
贴。享受基本医疗和大病医疗保障，
全家免费体检；慰问送米、油、衣、被
絮。2019年邹家兵获得脱贫之星奖
励1万元。通过扶贫帮助2020年现
已在祟阳县北门自营一家餐饮店。

邹家兵

自力更生奔小康

崇阳县“脱贫之星”风采展示（一）
(排名不分先后)

肖岭乡肖岭村二组村民雷应才，
53岁，全家六口人，务农。妻子王细
桃早年患慢性病致残，一直依靠药物
治疗，每年需要医疗费用两万多元维
持生命，其两个儿子在校读书，全家
生活仅仅依靠雷应才一人耕种几亩
责任田维持生活，经济异常困难。
2013年被纳入精准扶贫对象。

雷应才本人是开拖拉机出身，对

农机操作很在行，且能够吃苦耐劳。
根据雷应才吃苦耐劳的实际情况，村
委会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帮扶方
案。村支书余亚东书记为其担保贷
款两万元购买耕种机，雷应才不仅耕
种自家20多亩田，还帮邻居家耕田
以增加家庭收入。2014年全家纯收
入达到12177元，2016年全家纯收
入达到30430元，人年均收入4745
元，彻底告别贫困。

2017 年在县新闻中心的帮扶
下，贷款购买一台大型收割机和一辆
农用车，把附近村民不愿意种的田全
部流转过来，共流转土地面积300多
亩，分早中晚三季栽种，成立专业合
作社，种植形成规模，2017年收割机
种植水稻收入突破10万元，还清了
贷款。2018年全家经济收入突破15
万元。2019年全家经济收入达20万
元以上，儿子购买了小轿车，一家人
靠党的扶贫政策和勤劳的双手走上
了富裕之路。

雷应才

出租农机增收入

肖岭乡金不村村民胡建良，今年
54岁，一家9口人。因交通不便，加
上他本人年龄较大，既没文化，又没

技术，外出打工之路也受阻，生活非
常拮据，还有4个孙子在读书，2014
年因灾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扶贫政策的帮助下，胡建良开
始在家发展养殖业，买了几十只羊，
搭建两个羊棚，克服重重困难，向有
经验的养殖户学习技术，现在已发展
到100多只羊，年收入10余万元。为
实现产业发展多元化，增加抗风险能
力，胡建良凭借自身所长，养殖了100
多箱蜜蜂，60多只鸡，在扶贫政策帮
助之下，胡建良一家在2018年摘掉
贫困户的帽子，走上了致富之路。

胡建良

养蜂养羊发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