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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脱贫致富奔小康

不让一个人在小康路上掉队2019年以来，渝北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重
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将脱
贫攻坚举措精准到个人，统筹到区域，摸清底数，查漏补
缺，逐项逐户对账销号，贫困群众陆续摆脱贫困。

去年以来，渝北区按照“两不愁三保障”要求，将扶
贫举措精准到人头，打响了一场聚力脱贫攻坚突出问题
的集中歼灭战，确保不让一个人在全面奔小康路上掉
队。

截至2020年3月30日，全区建卡贫困户1009户
2458人实现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为0%，返贫率
为0%，全面实现年度脱贫目标。

确保“两不愁三保障”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贫困学生的
优惠政策！”今年15岁、就读于大湾中学
的康丽（化名）是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家
庭的学生。她说：“感谢渝北区的教育扶
贫政策，学校不仅全免了我的学费和书
本费，还给发放了贫困学生资助金，有效
缓解了家庭教育支出的压力。”

康丽的故事是渝北区实施教育扶贫
工作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区县，2019年，渝北区共为
2120名在校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发
放各类教育资助资金765万元。

宾朝春则是渝北区健康扶贫政策的
受益者。2018年5月，宾朝春检查出患
有严重的尿毒症，每周需要做3次血液透
析，费用平均算下来一个月要七八千元，
这对仅种几亩稻谷和玉米的农村家庭来
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所幸的是，当年7
月，她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多
种保障和大病兜底。2019年，经报销
后，宾朝春高达10余万元的治病费用最
终个人只支出了3200元。

2019年，对古路镇百步梯村贫困户
张必文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
年，他告别了危房，住上了砖混结构的新
房。“感谢党，感谢政府，没想到有生之年

我能住上这么好的新房子，以后我还要
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好些。”搬家当天，张
必文这样说。

一年来，渝北区通过全覆盖摸排住
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大力
实施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推进农村危房
改造，多措并举为区内贫困户解决后顾
之忧。截至去年底，全区无一名学生因
为家庭经济困难失学，贫困户子女享受
义务教育得到全方位保障；全区建卡贫
困人口就医19316人次，全部享受“一站
式”结算服务；全面动态消除了建卡贫困
户等4类重点对象CD级危房，让农村困
难群众住上“安全房”“放心房”“宜居
房”。

培育产业助力持续发展

“现在有农业专家指导我们春耕，相
信一定能把之前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近
日，正在自家地里劳动的渝北区茨竹镇
半边月村贫困户封传兵得知区农业农村
委派了生产技术指导小组到村里指导果
树高接换种技术后高兴地说。

同样忙碌的还有玉峰山镇双井村村
民傅宗勇。疫情期间，他家里养殖的243
只鸭和160个鸡蛋在镇政府的帮助下售
出，收入23720元，实现了收入翻番。

无论是正在致富路上奋力奔跑的封

传兵，还是已经尝到产业扶贫甜头的傅
宗勇，都是渝北区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的受益者。去年，渝北区出台
了《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九条
工作措施》，把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让贫困群众吃好穿好，作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基础性战役、底线性任务，全
力推动。启动开展“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大排查大整改工作，聚焦问题、全面
排查、举一反三，并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扶
持政策，大力抓好产业扶贫，有效巩固脱
贫成果。

精准扶持增强“造血”功能

春日里的渝北区大盛镇云龙村，随
处都是生意盎然的景象。在规整平坦的
土地上，一排排柑橘树苗迎风而立，村民
们三五成群在田间地头忙碌，贫困户冯
仁华也在其中。“得益于‘双十万工程’，
我不仅年底有土地租金分红，每天还有
60元的工钱，实现了在家门口打工的愿
望。”冯仁华说。

“下半年，‘双十万工程’林下种植还
要新增青菜头、花菜等时令蔬菜，在高效
利用土地的同时，也能为贫困户提供更
多的务工岗位。”云龙村党总支书记游佐
容表示。

为解决农民种地效益低、农村缺少

劳动力、农地无人耕种的难题，去年以
来，渝北区以建成全市乡村振兴综合试
验示范区为目标，结合农业种植结构调
整和国土绿化改造提升，突出沿高速、沿
铁路、沿河流、沿水库、沿景区和在“9+5”
已摘帽贫困村及区级扶贫重点村等重点
区域，实施“双十万工程”(即：新建10万
亩特色经果林和10万亩生态林)，大力发
展花椒、笋竹、伏季水果等特色高效产
业，增强农村的“造血”功能，着力构建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新格局。
“在推进‘双十万工程’建设中，我们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培育多元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建设，并引导鼓励贫
困户就近务工和以土地、农房等要素入
股经营，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
困户‘不返贫、快致富’。”渝北区扶贫办
有关负责人表示。

不仅如此，渝北区还突出9个脱贫摘
帽贫困村及5个扶贫开发重点村，持续开
展后续提升工程建设，安排产业项目7
个，巩固前期脱贫成效。同时，围绕柑
橘、特色水果、绿色蔬菜3个扶贫主导产
业，实行“一户一策”，为每个贫困户选准
至少1个致富产业，大力推进扶贫小额信
贷，累计发放407户，放贷金额538.85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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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房整治后，洛碛镇大天池村风貌焕然一新

区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曲淑娟：

精准扶贫辨症施治
渝北区紧盯“两不愁三保障”核心目

标，全力推进问题动态清零。
在政策保障的同时，区扶贫开发服务

中心根据不同家庭精准施策，想方设法提
高困难群众家庭收入。对不能外出务工，
且有意愿在家发展产业的贫困户，提早下
达了到人到户资金，开展春播“三送”服务，
技术指导、金融扶贫和消费扶贫工作有序
开展，保证有意愿发展产业的贫困户有资
金倾注、有农产品产出。对想务工的贫困
劳动力，积极排查、走访、沟通，多措并举助
力返岗。并按需开展雨露技工培训，实施
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扶贫车间吸纳、致富
带头人就业带动等多种送工送岗措施，确
保就业需求清零。

区森林公园发展中心主任刘小龙：

结对帮扶实打实助村民增收
2019年3月，中心对接了洛碛镇青木

村蒋和富、黄伦述两户贫困户。接到任
务后，我们立即深入镇、村和贫困户家中
了解情况，分析研究制订了针对性的帮
扶措施。这两户贫困户都属于慢性疾病
导致劳动力缺乏，年纪偏大，土地被占
用。

结合实际情况，区森林公园发展中
心决定大力扶持他们发展养殖业，适当
开展农业种植。中心职工帮他们修葺、
扩大了养殖场，为每户提供了50只鸡苗，

还请养殖专家进行了技术指导，并组织
中心职工回购贫困户土鸡。去年，中心
对接的两家贫困户每户的卖鸡收入就有
三四千元。下一步，中心将在巩固现有
扶贫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抓好扶贫扶志
的结合，帮助贫困户从思想上、生活上稳
固脱贫。

大盛镇规划建设环保办主任王刚：

加强环境整治让乡村更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民心工

程，事关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
乡村全面振兴。位于大盛镇青龙村三社
的蒋家湾有30余家农户，他们的房屋多
以土墙为主，有些房屋木梁已经断裂，整
体岌岌可危，而且室内简陋破败，厨房狭
小、黑暗、潮湿，厕所人畜混用。

2019 年以来，大盛镇深入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坚持旧房整治提升与环
境整治同步实施，对蒋家湾进行大刀阔
斧的整治升级。

接下来，大盛镇将对示范点周边环境
进行全面优化。此外，还将在辖区御临河
沿线新建河滨景观步道，恢复渡口景观，修
建亲水人行栈道和水边亭榭，让乡村更美
丽，更有魅力。

龙兴镇扶贫专干周晓夏：

让微型合作社带动增收致富
在龙羽社区建立微型合作社，变“输

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
龙兴镇仅有两户建卡贫困户，他们

有2.8亩土地，镇党委政府将贫困户的土
地全部纳入微型合作社，以土地入股的
方式成为股东。微型合作社由龙羽社区
集体经济组织实施管理，引进市农科院
优质品种，现已栽种茄子 1100 株、辣椒
1000株、玉米4000株、南瓜100余株。

龙兴镇政府在前期进行资金扶持，
后期还将通过消费扶贫等举措帮助微型
合作社销售农产品。贫困户通过入股分
红、务工增收等方式深度参与微型合作
社经营，形成利益联结机制，最终达到让
贫困户增收致富的目标。微型合作社今
年预计收入5万元，带动贫困户增收5000
元以上。

古路镇吉星村村委会主任涂福全：

将优势资源变成优质资产
去年，古路镇吉星村全体村干部和

群众，成立了村集体经济联合社，积极动
员群众参与“双十万工程”，把农村闲置
的土地入股，按比例分红。2019 年上半

年，村里完成了100余亩油葵的栽种，吸
引了不少游客驱车前来观赏。

近期，吉星村告别了疫情发生以来
的清静，努力复工复产，大面积种植香榧
经果林。香榧果苗从浙江引进，是我们
村脱贫致富的重点项目，将有效盘活群
众手中的闲置土地，妥善安置农村富余
劳动力，变“死资源”为“活资源”。

香榧果是目前市面上高档的坚果品
种，经济效益较好。吉星村此次种植了420
亩，有1.1万株苗木，预计三年后可部分产
出香榧果，届时每亩收益约1500元，8年后
全面丰产，每亩收益可达到5000元以上。

茨竹镇放牛坪村村民曾庆书：

生活一天比一天红火
我今年63岁，身患2级残疾，失去劳

动能力，一家人的生活基本上靠妻子王兴
碧。我家于2013年被评为建卡贫困户，在
政府的大力扶持下2015年脱贫，并继续享
受了5年帮扶。在国家好政策的帮扶引导
下，一家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红火。

在政府的引导下，王兴碧一面担任
村里的专职清洁员，每个月能获得一定
的劳务报酬费，另一方面，她种植了1亩
多的梨树，这几年梨果和梨膏也增加了
收入。去年，我们家还喂养了25只鸡、鸭
和2头猪，年底卖了不少钱。家里光是经
营性收入就有 1 万多块，再加上工资补
贴，总收入有两三万元了，相比几年前，
现在的荷包更充实了。

我们在行动>>>

干群合力 内生动力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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