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握稳“接力棒”跑好新征程

石柱 书写新时代“三农”工作亮丽答卷
最美人间四月天。
春暖花开的时节，走进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入眼皆是一片新绿，积蓄了一冬力量的草木竞相生长。广袤田野里，

随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处处迸发着勃勃生机。
过去一年，石柱紧紧围绕“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这条主线，交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亮丽答卷，迈出

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实步伐。
“石柱大量面积是农村、大量人口是农民，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

力和后劲也在农村。”石柱县负责人说，石柱将坚持以乡村振兴统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全力推动农业全面升
级、农民全面提升、农村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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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红辣椒丰收
稳步推进有效衔接
让脱贫攻坚成效更可持续

“我的病好多了，收入增加了，日子越过越有盼
头。”4月10日，中益乡华溪村，脱贫户张剑锋满脸笑容
地说。

2017年，张剑峰患上了鼻咽癌，家中还有母亲和
儿子，一家人因病致贫。如今，张剑峰在积极抗癌的同
时，养了蜜蜂、土鸡，加上低保和公益性岗位收入，顺利
脱贫。今年，随着病情的好转，他又在乡里务工，日子
越过越好。

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乡村振兴是
脱贫攻坚的巩固和深化。一年来，石柱县坚持把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首要任务，保持方向不变、干劲
不松、力度不减，接续用力、稳扎稳打、久久为功，接续
推进乡村振兴，群众生活一天更比一天好。

“我们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创新监测对象帮
扶机制，在原有监测责任人帮扶基础上，增加1名处级
干部结对帮扶，按照‘1名处级以上领导（结对帮扶）+1
名乡镇干部（监测帮扶）’方式对全县风险未消除对象
开展结对帮扶，实时解决具体困难。”石柱县乡村振兴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石柱县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主动发现机制，对“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产业、
就业、人居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整改，实现所
有问题“动态清零”。

同时，创新“1+N”集团式帮扶教学模式。在县教
委统筹下，将全县83所中小学校整合为13个“1+N”
（即1所城镇龙头学校+N所农村薄弱学校）教育集团，
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校际均衡发展，学生综合素

质合格率均达到100%。
“有了数字课堂，山里娃也能享受到城里的教学资

源。”中益乡小学教师马影翠说，这几年，依托城乡教育
结对协同，重庆人和街小学和中益乡小学搭建起远程
学习平台，两地学生“共上一堂课”，还能与老师在线互
动，这也让越来越多的山里孩子看到了外面精彩的世
界。

据统计，2022年，石柱新识别监测对象37户106
人，累计识别763户2112人，消除风险366户1035人，
剩余风险未消除的397户1077名监测对象已针对性
落实了帮扶措施，坚决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基础上，石柱县科学编制全县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扎实推进财政投
入、产业发展、金融服务等政策衔接，重点围绕巩固“两
不愁三保障”成果、支持乡村产业发展、促进脱贫人口
稳岗就业、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改善农村小型基础
设施条件等方面，建立了《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项目库》，规划项目524个，规划投资8.3亿元，目
前各项目正有序推进。

抓住产业和就业两个关键
让乡村振兴基础更加稳固

推动脱贫人口持续增收，要抓住产业和就业两个
关键。

产业是最关键的衔接。2021年，石柱持续发展壮
大特色产业，以“三品”建设为核心，以绿色有机为方
向，累计发展中药材31.1万亩、蔬菜33万亩、中蜂16.2
万群、出栏生猪24.8万头，累计培育农业龙头企业80

个、发展农民合作社992个、家庭农场1017家，新（续）
建有机农业示范基地41个，确保乡乡有支柱产业、村
村有增收项目、户户有致富门路。

春耕时节，走进石柱县三河镇千亩辣椒示范基地，
农民们正在整土备耕，进行辣椒育苗，田间地头一派繁
忙景象。同样的场景出现在大歇、悦崃、三星等27个
乡镇，全县33个辣椒专业合作社齐齐发力，吹响了辣
椒种植“春季攻势”冲锋号。

辣椒、黄连和莼菜是石柱的三大拳头产业，特别是
“石柱红”辣椒，享誉全国，石柱也有“中国辣椒之乡”的
美誉。近年来，石柱着力延伸辣椒产业链，拓展产业增
值增效空间，创造更多就业增收机会。

“石柱已形成了集辣椒科研、育苗、种植、加工、销
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石柱县相关负责人介绍，特别
是本土加工企业，不但加工干辣椒，也加工火锅底料、
豆瓣等调味品。截至目前，已培育出26家本土加工企
业，建起48条自动热风循环辣椒干制生产线。今年，
石柱规划辣椒种植面积10万亩，预计产摘鲜椒量约8
万吨，干制辣椒约2万吨，综合产值将达到5亿元左右。

在发展产业的同时，石柱持续抓好稳岗就业工作，
扎实抓好就业培训，不断拓宽就业渠道，让农民的增收
渠道更加多元化。

4月10日，沙子镇龙源村中药材基地里，20多名
工人正在管护药材，这群产业工人来自中益乡，是石柱
县益民工匠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务输出人员。为了
帮助在家的村民创造更多增收渠道，中益乡把7个村
的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技能培训，平时对本乡7个村
的产业基地进行管护，还进行劳务输出。坪坝村的谭
运成父母是低保兜底脱贫户，他平时在乡里打零工为
生。今年，接受技能培训后的他成了产业工人，每天都
有活干，一个月收入至少两三千元。

马武镇前锋村罗武江过去长期患病，无法从事重
体力劳动。2019年初，他参加石柱县组织开展的电商
培训后，在淘宝、京东、拼多多等平台开设“嘴巴铺子特
产店”4个，在南岸区开设石柱县农特产品线下体验馆，
通过帮扶对接、线上线下推广等多种模式，年销售额达
1100万元，还带动脱贫户务工12人，他收购的农产品
涉及150多户脱贫户。

据了解，为了让脱贫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石柱
县认真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仅2021年便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7031人次，脱贫人口实现转移就业25568人，11
个帮扶车间吸纳劳动力就业217人，公益性岗位安置
就业3721人，实施以工代赈项目30个、吸纳农村低收
入人员就业446人。

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根本
靠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用好改革这一
法宝。

近年来，石柱县以农村“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为抓手，探索出了“三变+特

色产业”“三变+集体经济”“三变+农村电商”“三变+乡
村旅游”等多种模式，增强带动能力，让群众享受到更
多改革红利。

桥头镇是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2021年
以来，桥头镇进一步拓宽“三变”改革新路径，构建了以
镇级乡村振兴服务公司为核心的“镇、村、社会主体”三
级经营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桥头镇成立了7个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由7个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和镇政府共同出资，成立了桥头镇
乡村振兴服务公司——千年桥头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对镇域内各类政府投资项目、集体经营项目实行集
中管理、统一运营。千年桥头公司成立后，坚持统筹规
划，一体化打造、一体化管理，并通过收储闲置房屋土
地、配套基础设施、组织工程劳务、市场开发维护、品牌
宣传推介等服务折资入股。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充分发
挥协调作用，广泛动员村民参与项目建设和业态配套
服务。社会主体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围绕“吃、住、游、
购、娱”五大要素，积极布局餐饮、民宿、陶艺、特产、茶
室、书吧、电商等业态，积极吸纳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带
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这样的方式极大地激励了群众
参与乡村振兴的热情，为产业振兴积蓄了动能。

在乡村治理方面，石柱县建立了乡村振兴积分银行
机制，联合中国农业银行重庆石柱支行在市级重点帮扶
镇桥头镇7个村全面推行乡村振兴积分银行，点燃群众参
与社会治理热情，凝聚基层社会治理合力。截至目前，全
镇已经建成并运行村级乡村振兴积分银行7个，全年参与
积分兑换1532人次，积分兑换物资达27万元。

今年，石柱县将以“三变”改革为抓手，持续壮大新
型集体经济，推动年内改革试点村覆盖率达到30%。
同时，因村施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探索创新发展模
式，力争年底实现35%的村经营性收入达到10万元以
上。在此基础上，石柱还将探索搭建集体资产运营平
台，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培育，扶持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推动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衔接。通过盘活
用好乡村资源资产，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不断为农
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开拓新路径。

接过脱贫攻坚“接力棒”，石柱正奔跑在乡村振兴
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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