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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市建成“四好农村路”2.5万公里，新
增1.2万个村民小组通公路、油路或水泥路，全市村
民小组通达率、通畅率分别达到97.3%、73.6%。

新增38个建制村通客运，全市建制村通客运率
达到99.6%。

2020年，我市将新建通组公路1.4万公里，新解
决2056个村民小组通公路、4738个村民小组通油路
或水泥路；具备条件的村民小组将实现100%通公
路、80%通油路或水泥路。

新增33个建制村通客运，实现有条件的建制村
100%通客运。

3月末的渝北区大盛镇，粉色的樱花
与白墙青瓦的房屋相映成趣。错落有致
的川东民居之间，有一个叫“幸福合院”
的地方，是青龙村五组为独居贫困户修
的家。

这个幸福合院共有5间房，每间都住
着孤寡老人，王达海就是其中一位。

过去，王达海住在上世纪60年代修
建的土墙房里，漏风漏雨。由于少有人
聊天，60多岁的他总觉日子过得没劲。

“现在有了老伙计做伴，再也不会

孤独了！”王达海说，去年，村里将他
和其他4位孤寡老人的家“安”到了一
个四合院内。

“修房子的钱是政府出的，拎包就入
住。”说起他一室一厅的新家，王达海主
动喊记者进屋：客厅摆放着彩电，厨房有
燃气灶、不锈钢水槽，旁边还有卫生间。

搬进新家后，王达海爱笑了。“只要
不下雨，我们几个老头就聚在坝子里摆
龙门阵。有时我们也会打纸牌，输了的
就打扫院坝卫生，给种的菜浇水。”

在大盛镇，有4个这样的幸福合院，
最大的一个在千盏乡，叫合和下坪，占地
1000多平方米，20户贫困户住一起。他
们的田地就在合院旁边，老人们种庄稼
供自己食用，闲暇时经常互相开玩笑，其
乐融融。有老人甚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
另一半，幸福的黄昏恋情成为当地的一
段佳话。

大盛镇副镇长黄东说，大盛镇探索
“扶贫+养老”的危房改造方式，将不愿意
住进敬老院的贫困户房屋修在一起，不

仅整合了政策资金，集约了土地资源，还
方便了房屋的后期维护以及老人的出行
和集中照护。

画外音>>>
如何确保危房改造质量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为困难群众打造
‘放心房’。”市住房城乡建委党组成员、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张其悦介绍，
2019年，全市组织开展了两次农村危房改
造工作专项巡查，重点督导政策执行、改
造进度。同时，市住房城乡建委还修编了

《重庆市易地扶贫搬迁农房建设图集》，引
导贫困人口科学选用图集和户型，确保住
上结构安全、功能完善的房屋。

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

“有了老伙计做伴，再也不会孤独了”

镜头3

3月24日，彭水县鹿角镇，正午的阳
光洒在乌江村一组贫困户杜庆珍家。吃
完午饭，他将刚做的红苕粉端到院坝里
晾晒。

“哪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安逸的院坝
哟！”杜庆珍指着新房背后的一处破屋子
对记者说，原先他就住在那里。

2018年入户排查后，杜庆珍的房屋
被纳入危房改造计划。考虑到他年过七

旬，改造采取的是委托代建方式——由
工匠帮他修建房屋。

“不管是买建材还是监工都没操过
心。”2019年他搬进了新家。

“政府不仅出钱修房，还帮我硬化了
院坝。”杜庆珍高兴地说，搬家不到1个
月，政府就把建新房所花的3.5万元打到
了他的“一卡通”账户上。

更让他开心的是，家门口还修了一

块约70平方米的院坝。
杜庆珍的新家，堂屋、卧室、厨房一应

俱全，厕所里还有浴霸、洗衣机。
如今，杜庆珍享受了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健康扶贫救助基金等“待遇”。
靠着养猪，种玉米、红薯、豆子……他和老
伴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没了后顾之忧
的他，不久前做了个“大胆”决定，为家里
添置了一台冰箱。

画外音>>>
如何确保贫困户都住上“安心房”

市住房城乡建委 2019 年组织各区
县开展了全覆盖调查、拉网式摸排，进
村入户现场核实、精准认定改造对象、
逐户制定改造措施，在区县扶贫、民政、
住建等部门签字确认的基础上，与市扶
贫办、市民政局等进行大数据信息比
对。2019 年累计下达 30 个区县 4 类重
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计划 39349 户，对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实现
全覆盖。

彭水县鹿角镇乌江村

“哪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安逸的院坝哟”
镜头1

3月26日，在武隆区黄草互通下道，沿
平整的柏油公路盘山转了1个小时，记者走
进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后坪
乡文凤村。

文凤村的“招牌”就是天池苗寨。只
见房前屋后的梨花盛开着，古村落的美
景吸引着三三两两的游客来“打卡”，贫
困户罗兴文家的民宿也住了游客。

“前些年，天池苗寨哪有人来耍哟。”
罗兴文说，那时村里房屋破败、畜粪满
地、鸡鸭乱跑。

“后来遇到好政策，我家的木房被鉴

定为D级危房，得到政府补贴改造了。”翻
修后的房屋住起牢实了，但他做梦都没
有想自己家还会经历一次“蝶变”。

2018年，农村“三变”改革在这个千
年古寨推开——苗情乡村旅游股份合作
社成立了。

“合作社与喀斯特惠隆乡村旅游公
司合作，共同出资发展乡村旅游。”乡长
刘加海说，喀斯特公司请来市内知名机
构设计，将村里53位农户的房屋改建，打
造风格不一的民宿、店铺。

这之后，畜禽圈舍改造工作推开，一

家家猪圈被迁走，原址上矗立起小别墅、
餐厅、咖啡馆……

去年9月，天池苗寨正式开寨。罗兴
文家原猪圈上建的星空玻璃房，“身价”
涨到488元/天。

“民宿交给公司统一经营，今年就可
以增收9500元。”他乐呵呵地说，活了80
多岁，没想到还能赶上这么好的事。

“你们来的公路去年底修通的，今年
3月到武隆城区的客车也开通了。”刘加
海说，路通了，乡村空气好，疫情期间来
旅游的城里人都不少。

画外音>>>
如何保障贫困户迁新居后稳步增收

市住房城乡建委党组书记、主任乔
明佳表示，今年，全市将深入开展规划
师、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三师一家”
下乡活动，构建以工匠为核心的建设实
施体系，建造更多具有特色、安全的农
房。与此同时，我市将以危房改造撬动
乡村振兴大文章，帮助更多贫困群众吃
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

市住房城乡建委将继续开展全覆盖
调查、拉网式摸排、大数据比对，做到发
现一户及时改造一户，确保2020年6月底
前全面动态消除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
对象危房。

武隆区后坪乡文凤村

“迁猪圈建民宿，今年我家可增收9500元”

镜头2

2019年，我市全年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投资16.1亿元。

实施巩固提升工程3697处，受益人口达370多
万人。

全市集中供水率达 87.5%，自来水普及率达
80.5%，同比分别提高0.5个百分点。

35个区县落实专门管理机构，建立
水质监测中心。

核查出的523户 1471
人贫困人口饮水安全不达
标问题全面解决。

184.5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饮水安全实现清零销
号。

□本报记者 周芹 廖雪梅 杨永芹 白麟

3月 24日，沿着蜿蜒的山路，驶入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芦塘乡不久，
山腰间一座崭新的小院映入记者眼
帘，这是板栗村 2 组贫困户舒兴于的
家。

谁能想到，同样是在这个地方，舒兴

于曾经住在破旧的木架房里。生着病、
欠着债，看到一家人跟着自己受苦，他时
常叹息。

脱贫攻坚危房改造政策的春风吹拂
到这个贫困家庭。建房资金政府补助，
舒兴于一家人投工投劳，加上邻居帮忙，
仅仅几个月时间，自家坡地上就“变”出
了3间砖瓦新房。

舒兴于能搬进新家，是党的十九大
以来我市推进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缩
影。

“我们改掉的是危房，得到的是民
心。”市住房城乡建委村镇建设处处长
冯赵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视察重庆并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座谈会后，我市进一步加大了

工作力度，全市累计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39042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2179
户，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实现动态
消除。

在彭水、在渝北、在武隆……记者
走访多家贫困户发现，农村危房改造不
仅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更为他们开
启了美好生活的新起点。

搬进新家 开启幸福新生活

数据来源：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发改委、市水利局、
市交通局

2019年，我市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
12179户，占年度任务的128.2%。

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等级
鉴定84.8万户，并实行房屋安全等级挂牌公示。

全市完成易地扶贫搬迁12951人。

农村饮水安全

2019年，市住房城乡建委全年下达城口、彭水、
酉阳、巫溪和奉节、石柱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17
亿元，占全市总量的27.79%；下达18个贫困区县补
助资金5.04亿元，占全市总量的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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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忧居”变为“安居”，消除农村贫困人口的住房安全隐
患？

重庆聚焦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把实施农村危房改造作为

重大民生工程，作为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全力推进农
村危房“清零”，切实解决群众住房安全问题，让越来越多的贫困户
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真正实现了“住有所居、住有所安”。

农村危房改造

精准核定危房改造对象1

保障危房改造补助到位2

“四好农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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