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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重精准识别
实现精准扶贫无盲区

精准扶贫，不落一人。贫困户的精
准识别与退出，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首
要任务。

面对早期识别不精准带来的一系列
问题，彭水主动“揭短”，全面开展识别复
核工作。一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多
方比对，一方面发动力量
持续开展建精准识
别“大走访、大排
查、大整改”等
一系列集中
排 查 活
动。2019
年7月开
始，又在
全 县 开
展 了 脱
贫 人 口

“回头看”
工 作 ，以
问 题 为 导
向逐村逐户
逐人逐项排查
整改，真正实现了
精准识别与退出村村
清、户户清、人人清。

寒来暑往，春华秋实。从武陵山下，
到乌江之滨，过去一年来彭水1500多名
脱贫攻坚干部在一轮又一轮的识别过
程中，用脚步丈量脱贫之路，用汗水浸润
幸福花开，把党的扶贫政策牢牢烙在了
群众心里。

“他们怕是比我自己还了解自己哟，
有啥子政策也能第一时间知晓，就是因
为他们的一直关注，我的脱贫才更有信
心。”彭水岩东乡河坝村建卡贫困户肖育
全满是感激。

底数清，才能对象准。据河坝村相
关负责人介绍，驻村工作队为此做足了
功课，通过问种植、养殖、劳务收入情况，
看住房、存粮、资产状况，算增收账、支出
账，比较家庭整体情况，重新识别、核准
了贫困对象。

如今，在工作队员随身携带的河坝
村《联系贫困户名单》上，贫困人口的家
庭人员、致贫原因、生产条件、劳动能力、
收入来源、享受社会保障、月均基本生活
开支等一系列指标清晰展现。

而为了进一步确保扶贫对象精准。
彭水还经常性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工
作，聚焦贫困户、低保户、非建档立卡贫困
户而生活困难的群众等三类群体，加强动
态管理，坚持网上大数据核查与脚下进村
入户调查相结合，杜绝“错评”、“漏评”、

“错退”。并在脱贫成效上，严格扶贫工作
要求和贫困退出程序标准，强化评估、检
查、验收程序和标准，实行逐户脱贫销号、
逐级审核审查，加大督查考核和监督执纪
问责力度，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假脱
贫”、“被脱贫”、“数字脱贫”。

巍巍武陵山，悠悠乌江水。
在重庆市东南部、渝鄂黔三地交界

处，青山绿水相映，民族风韵交汇。
这里，就是有着“渝东南门户”之称

的我市唯一以苗族为主、全国苗族人口
聚居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彭水。

作为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历经多年的
努力，到2018年底，全县贫困村减少至
6个，贫困发生率降至2.45%。

聚力不松劲，克难战犹酣。沐浴新
时代的曙光，自去年年初以来，彭水县
认真贯彻国家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
全面落实中央、全市工作部署，举全县
之力，汇全县之智，决胜攻坚全面打响。

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当用非常之
策。自去年年初以来，彭水牢牢锁定
“户脱贫、村销号、县摘帽”目标，聚焦聚
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以
“绣花”功夫推进脱贫攻坚，将成败系于
精准，实现6个贫困村、2722户 9814
人脱贫，全面完成年度减贫任务，书写
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昂首进发的新
篇章。

至此，一份历史的答卷正在描绘，
一幅宏伟的画卷已经展开！

一鼓作气毫不松劲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彭
水

培育特色产业 打造精准扶贫硬支撑

稳定脱贫，产业是根本，增收是关键。
一大早，阳光刚刚洒落在彭水的土地

上，该县善感乡罗兴村就迎来紧张忙碌的
一天。田地间，8组贫困户李润红和雇请
的两名村民也忙着计划来年的烟草种植。

“我去年种植了33亩烤烟、7亩南瓜、
5亩药材、3亩西瓜，收入不错。” 李润

红说，而对于脱贫致富他更满是底
气：“如今在村里只要你会算又
肯干，就能挣钱。”

而他底气正是来源于村
里不断壮大的各项特色产
业。罗兴村因为海拔条
件，气候冷凉、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种
草养畜、中药材、经果林

等特色农业。依托这些优势条件，村里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划了个人发展、土地流
转、参与务工等三种产业带动扶贫模式，
为村里探索出一条产业长短结合发展切
实可行的脱贫之路。

目前，该村共栽植核桃2000亩，蜂糖
李500亩，中药材400亩，南瓜300亩，蔬
菜500亩，西瓜50亩，发展烤烟600亩，建
有2个生猪养殖场。实现了家家户户都有
产业支撑，每个在家劳动力都有发展门
路。

“从罗兴村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实
施产业化带动是打好脱贫攻坚战役最为
实用稳妥的路径，只有将贫困群众最大限
度地镶嵌进产业化链条，我们的脱贫攻坚
事业才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彭水扶

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产业化既是金钥匙、又是保险丝，既

是敲门砖，又是加速器。
有了这样的认识，近年来彭水通过深

度调研，高标准谋划产业扶贫项目，在稳
定粮油产业基础上，加快发展红薯、烤烟、
畜牧等扶贫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中药
材、蔬菜、特色经济林等优势特色产业，累
计统筹整改安排产业扶贫资金4.9亿余
元，基本实现了全县农村贫困人口的产业
全覆盖。

同时深化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彭水还初步形成摩围山、阿依河等5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建成了阿依河采摘
园、太原碧水清泉、润溪花千谷等产业融
合示范点20余个。

强化政策兜底 织就精准扶贫保障网

聚焦脱贫攻坚需做实兜底
保障。彭水始终把解决贫困人口

共性难题，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之

策。过去一年来，该县县委、县政府盯紧“两
不愁三保障”，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据彭水县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中“两

不愁”方面，彭水每个贫困村均有1-2个
稳定增收产业，2.37万户在家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均发展有种养殖增收产业；共计
实施饮水巩固提升工程3748处，逐户落
实保障措施，有针对性地实施巩固提升工
程，已实现饮水安全保障全覆盖。

而针对“三保障”，彭水在教育扶贫方
面，建立了分段资助、控辍保学、临时救助、
送教上门“四大体系”，采取“一人一案”措
施，对因病因残厌学导致义务教育未保障的
适龄儿童实行动态清零；在医疗扶贫上，开
展了未参保动态清零行动，设立了医疗扶贫
专项基金，落实了贫困家庭医生签约、流动
医院入户、“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
等服务机制，如今贫困人口住院费用自付比
例降至10%以下；在农村住房安全和人居环
境整治上，全覆盖开展贫困户危房鉴定工
作，实施危房动态清零，目前已全面完成危
房改造。因村因户实施改水、改路、改电、改
房、改厨、改厕、改院等项目建设，深入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面貌和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和提升……

与此同时社保兜底范围不断扩大，按
规定将14083名建档立卡贫困对象纳入
低保兜底；公共服务条件全面改善，全县
有贫困人口行政村全部达到至少有一条
通村干道的出行条件，农村生产生活用电
需求全部满足；重点贫困村的卫生室、通
讯、广播电视户户通、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建设全部完成，人居环境加速改善…….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
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中之重。脱贫攻坚越到紧要关头，
越要坚定必胜的信心，越要有一鼓作气的
决心，尽锐出战、迎难而上，真抓实干、精
准施策，”彭水县相关负责人表示，脱贫攻
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张亚飞 刘茂娇 赵勇
图片由彭水日报社提供

链接》》

数据看质量
1.截至2019年底，全县115个贫困村全部销

号，28859户117645人实现脱贫，贫

困发生率降至0.49%。

2.截至2019年底，全县蜜蜂保有量保持在10
万群，红薯全产业链年收入5.6亿元，烤烟

产业年收入5亿元，畜牧业年产值 17亿
元；2019年接待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60亿元，7500
多户贫困农户通过旅游产业增收。

3.截至 2019年底，累计完成搬迁贫困人口

14207人，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6765
户，改厨6367户、改厕9017户，硬化院

坝 442 万平方米，新 续 建 农 村 公 路

1000公里。

4.截至2019年底，去年全年实现资助贫困家

庭 学 生 8.29 万 人 次 ，发 放 资 助 金

7787.24万元。

5.截至2019年底，去年全年发放医疗补助资

金 4560.08 万 元 ，惠 及 贫 困 患 者

126199人次。

桑柘镇烟叶示范片

梅子垭镇黑木耳种植基地

靛水街道村民正在茶园采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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