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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出列 面貌一新

脱贫攻坚，是一场大
战。前线指挥、后勤保障、
居间协调、监督执行……
大量事务纷繁复杂，牵一
发而动全身，需要一套强
有力的运转机制为保障。

江津全面落实区县
党委政府脱贫攻坚工作
主体责任，严格按照“三
精准三落实三保障”以及

“四个不摘”等工作要求，
构建完善了行业扶贫联
席协调、减贫进度定时调
度、攻坚任务常态督查、
党委履责专项述职等十
余项工作制度。

江津区委主要领导
带头遍访所有贫困村，镇
街书记、村书记遍访所有
贫困对象；38名区级领
导挂帅20个区级扶贫集
团、包片帮扶；20个驻村
工作队、65名驻村干部
吃在村、住在村、干在村；
6182名区镇村帮扶干部
全覆盖结对帮扶贫困户，
深度整合攻坚合力，构建
起“党委政府主抓、扶贫
部门主管、行业部门主
事、镇街村居主体、扶贫
干部主扶、监督部门主
查”的攻坚责任体系。

兵马未动，粮草先
行。江津加大资金投入，
提升带贫实效。持续加
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
2015年以来累计投入专
项扶贫资金 12.1 亿元。
建立脱贫攻坚项目库，累计收集在库项目
213个。合理合规使用扶贫资金，执行信
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加强资金事前、事
中、事后等环节的监管，对所有贫困村开
展了2015年至2019年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使用绩效评价，扶贫资金使用效益不断
提高。

此外，江津还聚焦短板弱项，抓好问
题整改。全面建立“领导小组统筹、专项
小组负责、责任单位落实”的工作机制，举
一反三、挂单销号。对在各级巡视和考核
中发现的所有问题，全部完成整改销号。

合力战贫困 携手奔小康江津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江津始终把脱贫攻

坚作为头等政治任务和

第一民生工程。坚持把

好脱贫质量关，推动脱

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

利。

全区15个市级贫困

村全部脱贫出列。“大力

兴建“四好农村路”，村

民小组通达率达100%、

通畅率100%；集中供水

率达84%，自来水普及

率达83.7%；光纤和4G

网络全覆盖。群众出行

难、饮水难、人居环境差

等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同时，现行标准下

贫困人口9412户29654

人稳定脱贫。贫困发生

率由2015年0.1%下降

为零，返贫率为零。贫

困 户 人 均 纯 收 入 达

12442元，较2015年翻

了一番。贫困群众生产

生活明显改善，精神面

貌积极向上，“三感”不

断增强。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
绷紧弦，不停顿、不大意、不放松！”2020年
12月28日，江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一
次专题学习会上，区委主要领导强调。

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
帮扶、摘帽不摘监管。江津15个市级贫困村
脱贫出列过去整整5年后，“四个不摘”已彻底
融入江津各级领导干部执政理念。防止致贫
返贫，成为江津脱贫攻坚的重要工作。

江津区西湖镇关胜村有建卡贫困户
183户613人。依托悠久的茶叶种植历史，
该村种植茶叶550余亩，建成村集体经济产
业扶贫生态茶园示范基地210亩。

在茶叶产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关胜

村开创性地在生态茶园示范基地设置“三
股三金”，坚持“量化到人、确权到户”，实行
动态管理，大大降低了群众返贫风险。

经济上了“保险”，医疗也有保障。“多
亏有医保扶贫，我才治得起大病。”嘉平镇
寒坡村贫困户宋能方说。2017年10月，老
宋被查出糖尿病。70多岁的他，儿子在外
打工收入很低。孙子孙女又在上学，家里
根本无钱治病。了解到宋能方家庭困境
后，区医保局为他办理了特病证，让他在治
病的同时能减免费用。如今，老宋的糖尿
病基本得到控制，还能下地干活。截至
2020年底，江津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医疗救助覆盖率均达到100%，建

卡贫困户资助参保27927人，资助金额达
706.4万元，实现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等“一站式”医疗费用实时结算。2017
年以来，累计大病医疗救助贫困户95104
人次，支出医疗救助金2563.81万元。

目前，江津15个市级贫困村基础建设
全面提质扩面，面貌焕然一新。“大力兴建

“四好农村路”，村民小组通达率100%，光纤
覆盖率100%，4G网络全覆盖，贫困村集中
供水率达84%，所有贫困村通动力电。贫困
群众“两不愁三保障”稳定实现，现行标准下
9412户29654人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5年的0.1%降为零，贫困户人均纯收入
达12442元，较2015年翻了一番。

产业带动 志智双扶

产业扶贫是脱贫的根本之策，“志智双
扶”是产业扶贫的前提。

江津大力宣树典型“扶志”，以榜样力
量带动脱贫。全区建立了脱贫攻坚先进典
型案例库。积极采编“脱贫路上的百个故
事”“身边的脱贫故事”等微视频，开展“乡
土宣讲员”“榜样面对面”等主题宣讲。先
后制作主题T型广告牌30余块、墙体喷绘
100余幅，发放宣传折页5万余份。

2018年，江津区首个党建促脱贫攻坚
教育基地教学点在嘉平镇大垭村成立。该
教学点既宣讲脱贫故事“扶志”，又开展致富
技能培训“扶智”。目前，已累计开展宣讲和
培训30余场次，1000余名干部群众由此受
益。

《江津区四屏镇：团购众扶让特色农产

品不愁“嫁”》《江津区西湖镇关胜村：种出来
卖出去能赚钱铺就“产业+”精准扶贫路》《江
津区嘉平镇紫荆村：“1+6”长短结合 走上
产业发展致富路》等多个案例，成功入选
2019年全市脱贫攻坚典型案例。此外，《江
津区支坪镇天堂村建卡贫困户周锡英：丈夫
患尿毒症她靠烤酒谋脱贫》案例还入选
2019年重庆扶贫故事。

在江津，和四屏镇、关胜村、紫荆村、周
锡英一样，通过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先进
典型还有很多。5年来，江津大力发展花
椒、水果和畜禽等扶贫产业，不断推动贫困
村“一村一品”格局形成，建成产业扶贫基
地183个，实现产业扶贫带动贫困户5791
户19524人。落实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累
计获贷 5161 户次 1.265 亿元，获贷率

61.44%。
有产品，还得有路销。江津通过线下

“扶贫赶场”“采果节”“采茶节”“吃新节”等
活动，线上带货直播、领导干部推介、网络
公益扶贫、志愿者直播等活动，深入推进消
费扶贫。认定扶贫产品227个，布点消费
扶贫专柜440个，销售农产品4.1亿元，无
农产品滞销。

同时，江津紧盯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技能脱贫，累计实施“雨露计划”“一户一人
一技能”等培训，举办各类招聘会61场，为
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2万余个。通过“四个
一批”方式灵活解决就业，实现有意愿有能
力的贫困劳动力11826人就业，占2019年
外出务工人数的119%，累计开发公益性岗
位1796个。

兜底保障 坚守底线

脱贫攻坚进入最后阶段，面临的往往
是“艰中之艰，难中之难”。“志智双扶”不能
解决的问题，需要政府兜底保障。

去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经济社会正常发展。江津创新思路，在第
一时间推出对受疫情影响存在返贫致贫风
险的人口实行“三色预警”管理。根据贫困

户上年度收入和受疫情影响程度，按预期收
入4000元以下、4000元—5000元、5000
元以上，实行红、黄、蓝三色风险预警和防贫
干预。19户“红色”低收入风险户第一时间
以“清单”形式交付相关镇街和扶贫集团，开
展常态化监测和落实针对性帮扶。

疫情期间，江津积极落实综合救助化
解影响。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
《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农用生产物资供应七
条措施》《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贫困劳动力就业扶贫工作的通知》等多个
政策文件，深化脱贫攻坚领域有效应对疫
情政策措施。

同时，对受洪灾影响的133户贫困户，
江津分类落实产业、住房、饮水保障措施。
累计将5327名贫困人口纳入低保（特困）
实施政策兜底保障。全区未出现因疫因灾
造成致贫返贫。

脱贫兜底，江津坚守“两不愁三保障”
底线不退让。

——实行脱贫攻坚问题风险常态排
查，发现问题清单交办动态清零。

——落实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
累计投入教育资助约7.8亿元，保障所有贫
困家庭子女有学上。

——构筑起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等多重保障线，贫困群众去年区内住
院医疗费用自付比例达9.82%，慢病和重
特大疾病门诊医疗费用自付比例达
13.61%。

——分期分批完成“四类重点对象”、
边缘户等危房改造20330户，所有贫困户
实现安居。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66个；巩固提升饮水安全人口72万人；394
个集中供水工程水质全部达标。其中，贫困
对象受益人口达1.8万人，贫困村集中供水
率达到84%，建卡贫困户集中供水率达
93%，所有贫困人口都能喝上放心水。

5年来，江津积极开展防贫干预，制定
《做好建卡贫困户收入分类预警的干预工
作方案》和《关于开展防止致贫返贫监测和
帮扶工作的通知》。区级扶贫集团和相关
镇街成立帮扶专班，共同制定就业支持、扩
展增收渠道等针对性措施，严防返贫致贫。

同时，扎实开展防贫监测和帮扶工作，
实施农村边缘易致贫户危房改造154户；
落实监测对象到公益性岗位就业139人；
落实监测对象低保、特困供养政策456人；
购买边缘易致贫户防贫商业险632人。

先锋花淑产业扶贫基地

游客正在贾嗣镇游客正在贾嗣镇
龙山村体验滑翔伞龙山村体验滑翔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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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举办2020年扶贫日消费扶贫专场活动 摄/苏俊杰

先锋镇麻柳村贫困户子女就近入学

贫困户看病“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

在吴滩镇郎家村农民田间种植能手向贫
困户传授种植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