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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市“决胜小康·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发展行动”项目

在省人口健康福利基金会和省州计生协的大力支持和精心

指导下，在市委、市政府领导重视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

大力支持下，于 2020 年开始实施至今一年。一年来，我市

坚持实施“决胜小康·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发展行动”与提升

计生协困境家庭抵御风险能力相结合，做到项目选择精准，

确认对象精准，资金使用精准，项目顺利实施并收到了预期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吉首市“决胜小康·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发展

行动”蛋鸡养殖项目。项目主管单位：市计生协；项目协管

单位：马颈坳计生协、补戈村支两委、回头湾安置点村支两

委；项目实施单位：吉首市山间情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该项目直接帮扶马颈坳镇补戈村、回头湾安置点计划生育困

境家庭 40 户 150 人，每户受助金额 5000 元，采取“公司+

农户”的模式，由受助家庭以股金形式将受助金全部入股到

公司用于养殖蛋鸡。公司现有员工 42 人，其中吸纳周边建

档立卡 23 人,4 户受助家庭在该公司全职就业，2200 元/月，

兼职就业（打短工）8 人，200 元/天，项目流转土地 75 亩，

500 元/年/亩，年产蛋量 18000 万枚，年收入 1487 万元,利

润 354 万元.



二、项目开展情况

湖南省人口健康福利基金会“决胜小康”项目 2020 年

落户吉首市山间情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主要是采取

“公司+农户”的模式。一是落实项目分红。项目受助计生

困难家庭 40 户，每户受助金额 5000 元全部入股合作社，享

受入股分红金额每户每年 300 元，今年 12 月底进行第一次

分红。二是解决项目用工。公司优先安排受助计生家庭就近

就业，解决用工问题和劳动薪酬。三是狠抓项目建设。公司

积极开展劳动力转移前及基地建设中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

使参与公司的计生困难家庭人员不断学到农业技术和技艺，

掌握了现代农业各项技能要求，提高了现代新型农民的本

领。四是强化项目管理。为推进项目顺利实施，市计生协作

为项目主管单位，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全面推行项目合同化

管理。市计生协先后与马颈坳镇人民政府、镇计生协及 40

户受助困难家庭多方签订了《吉首市“决胜小康·计划生育

困难家庭发展行动”项目协议书》，同时与吉首市山间情生

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详细合同，通过层层实行合同化

管理，确保 20 万项目资金使用安全有效，且 3 年后（自 2020

年 10 月-2023 年 10 月）入股本金如期返还受助家庭。

三、项目取得成效

1、项目实施使计生困难家庭及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

让他们真正成为项目直接受益者，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

受益 40 户，150 人，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部分计生困境家庭

群众的生活环境，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质量，让他们享有获得



感和幸福感。

2、项目实施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既帮助计生困

境群众解决了就近就业的问题，又能够实实在在帮助他们解

决劳动报酬，既能照顾家庭生活，又能增加实际收入，有效

降低了家庭生产、生活成本，深得群众赞许和拥护。

3、项目实施增强了项目实施主体的责任感和社会担当，

同时也提升了合作社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又增强了受助群

众对参加合作社劳动的认同感，激发了他们自力更生、脱贫

致富的热情，转变了以往“等、靠、要”的思想观念。

四、经验与做法（典型案例）

（一）争取支持，加强领导。

我市“决胜小康”项目成功申报得益于省人口健康福利

基金会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省健康福利

基金会主要领导、项目负责人多次在吉首考察项目。项目成

功申报后，为有序推进“决胜小康”项目实施，我市成立了

“吉首市‘决胜小康·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发展行动’项目工

作领导小组”，在市计生协设立专门项目办公室，主要负责

统筹协调、组织领导、监督管理、检查指导、优质服务等工

作，全力加强项目日常运行监管。

(二) 调查论证，严把关口。

市计生协联合马颈坳镇政府、计生协与补戈村村支两

委、回头湾安置点村支两委和吉首市山间情生态农业有限责

任公司按照省人口健康福利基金会项目建设标准要求，严把

计生困难家庭资格审查关口。一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二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计划生育家庭；三是因病返贫、因病致



贫的计划生育家庭；四是其他特殊困难计划生育家庭。经过

层层召开会议，入户调查核实情况，村里推荐初审，村镇层

层把关，市计生协最后确认 40 户计生困难家庭作为项目帮

扶对象。

（三）建管并举，压实责任。

为保证项目精准实施，市、镇计生协多次到项目基地研

究项目落地落实各项举措，决定推行合同化管理，全面压实

各层级责任，为项目实施保驾护航。

一是打造可持续发展基地。坚持高标准规划，树立环保

意识，打造项目特色，培育先进管理理念，在项目发展的同

时，处理好鸡粪便，变废为宝，走绿色环保无污染的可持续

道路，主动融入到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之中。

二是拓宽经营方式方法。采取“公司+农户”的产业经

营模式，以蛋鸡养殖为主，有机肥为辅，积极推动项目运营，

打开多门路、多模式销路，为计生困难家庭提供更多的实在

帮扶。

三是强化合同化管理，层层压实责任。项目基础建设完

善后，规范化、合同化管理即为关键。为此，市、镇、村三

级计生协与合作社、村支两委、受助对象多次进行协调磋商，

旨在确保项目实施帮扶效益最大化。采取强有力措施，严格

把控项目资金使用与管理，各级签订合同，施行合同化管理，

层层压实责任，建立更加严格的监管机制，保障项目资金使

用安全有效。

（四）培育典型，泽惠百姓是实施“决胜小康”项目的



核心。

项目实施以来，着实帮助计生困难家庭解决了生产、生

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培育了一些典型案例，泽惠百姓。

1、梁翠满，建档立卡户，家中 5 口人，梁翠满常年到

浙江务工，收入少、离家远、开销大且毫无时间照顾家庭。

自从到山间情公司务工后，不但得到劳动报酬收入，还能就

近照顾家里的老人小孩，生活的更加富足幸福。

2、梁云国，系补戈村二组村民，两女结扎户，是村中

出了名的“懒汉”。自山间情公司吸纳他到基地务工后，每

月的稳定收入、公司的技术培训、同事间的相互鼓励，让他

有了翻天地覆地改变，自力更生、勤劳踏实、认真负责等优

良品质一一体现在他身上。

五、存在的困难问题

（一）“决胜小康”项目资金支持额度偏小，对帮扶项

目支持显得杯水车薪，难以发挥更大的支撑，影响力、支持

度有待提升。

（二）“决胜小康”项目周期短，对帮扶项目的可持续

帮扶不足，计生家庭主动融入项目发展动力不足，没有树立

主人翁意识。

六、对策建议

1.加大对项目专业队伍和管理者的培训力度，提高项目

的运行效果和质量，适当延长项目周期。

2.请求省基金会给予项目基地更多的更多的优惠政策，

帮助项目点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



3.充分发挥项目点的主动性，创造良好内外环境，让更

多的计生困难家庭成员到基地常年务工，提高他们的实际收

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