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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2019年重庆建成“四好农村路”2.5万公里，今年又将新建通组公路1.4万公里——

“四好农村路”正成我市脱贫标配

□本报记者 杨永芹

农村奔小康，交通须先行。2018
年，重庆启动实施交通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其中的“四好农村路”建设就是
要让更多的乡村通上公路、通上好路。

据市交通局提供的数据，仅2019
年，重庆就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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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重庆将新建通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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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好农村路”正成我市脱贫标配。

綦江区三角镇中坝村——

新修一条路方便上千人

最近，46岁的黄会和老公不管是到
镇上赶场、买化肥，还是去周边村买鸭
苗、下地干农活，都会开着一辆崭新的
三轮车“显摆”。

“路修好了，开车到镇上只要40分
钟，方便多了。”黄会说。

黄会是綦江区三角镇中坝村冉家
嘴组村民。她说的这条路叫“乐中路”，
即乐兴村到中坝村的公路，今年3月21
日建成通车后，让村里1000多人出行
不再难。

中坝村四面环山，很多村组都在海
拔超过900米的山上，是三角镇最偏远
的一个村。

村里交通不便，除了村民集中居住
的厂口厅一段水泥路，其余全是泥路。
大山阻碍着中坝村与外界的沟通，也制
约着村里经济发展，村里9个村民小组，
478户中曾有44户贫困户。

“雨天满脚泥，晴天一身灰。赶场
靠两腿，卖菜背篼背。”曾是村民出行真
实的写照。

黄会称，之前，经常凌晨两三点钟
起床，背篼里装满菜，打着手电筒，深一
脚浅一脚步行两个多小时才能到镇

上。等卖完菜回家，通常已近黄昏，整
个人都累得腰酸腿疼。

2019年2月，乐中路开始建设。今
年春节前，看到村里的沥青路要铺设好
了，黄会就迫不及待地花了6000元钱，
买了这辆三轮车。

路修好了，黄会还开始大刀阔斧地
规划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今年准备养
鸡、鹅和鸭500只。如今，自家老母鸡
已孵出50只小鸡，另花了1600元买了
100只鹅苗，正张罗到邻村买鸭苗。

“这条路就是我们村的致富路，让
村民从‘走得了’到‘走得好’。”中坝村
第一书记钟萍方介绍，现在路修好了，
村里已在公路沿线新种植了1000多亩

雷竹，正规划发展休闲旅游产业。

开州区大进镇红旗村——

硬化一条路致富一个村

修好一条路，就打通了一条村民致
富路。

3月12日，开州区红旗晚熟李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许泽生收到了
期盼已久的“大进红旗李”商标，他立刻
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知了合作社其
他人。

许泽生是开州区大进镇红旗村7组
村民，2017年打工返乡，开始种植李子
和养猪。同时，成立了由140多户村民

入股的开州区红旗晚熟李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

红旗村是大进镇的贫困村之一，虽
然距离镇上只有5公里，可公路不通畅
却成为阻碍红旗村发展的一个障碍。

“道路没硬化，村里干什么事都要
先看天气预报。”许泽生称，因为一遇下
雨天，连小车都开不进村。

不仅如此，合作社李子基地所需的
大量有机肥运输也困难：从开州城里买
后，用大车运到大进镇，然后再用农用
车转运到基地，每吨运费约150-200
元。

2018年，开州区交通局着手拓宽硬
化红旗村道路。到2019年6月，红旗村

已建成一条通往镇上的环线路。
村里公路修好了，大车可以把肥料

直接运到李子基地，运费降低了一半。
去年合作社种的600亩李子开始结果，
产量1万多公斤，环保生态、口味好，销
售供不应求。

许泽生觉得机会来了，去年下半年
开始着手注册“大进红旗李”商标，希望

“大进红旗李”品牌能走出开州，并通过
电商平台销售到全国。

路修好了，红旗村村支书郑代发也
带头在村里种植了上千亩茶树。

“交通困难，一难变万难。公路畅
通，一通变百通。”市交通局人士称，我
市“四好农村路”以公路进村入户、助推

精准脱贫为重点，优先实施18个深度
贫困乡镇。自2018年以来，开州区已
建成“四好农村路”1700公里，形成了
长沙镇谭银村冬桃和香米产业、满月乡
马营村的高山避暑养生产业、谭家镇锦
竹村的高山药材产业等。

梁平区蟠龙镇扈槽村——

打通一条路激活一片景

4月6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梁
平区蟠龙镇扈槽村，“唐家坡印象”农家
乐老板朱丽娟第一时间在朋友圈发信
息：今日唐家坡晴，配上了果园里苹果
树绽苞吐蕊、萝卜花随风摇曳的图片。
同时，附上了颇具诗意的话语：经过几
年时间打磨，摞荒的山坡终于有了生
机，从杂草丛生到开花结果，老屋变新
颜，山上少了即将坍塌的农舍，多了几
座带着宁静小院的山居空间。

随后，朱丽娟便着手准备当天游客
的伙食。

“受疫情影响，虽然今年清明小长
假游客只有往年的40%，但情况正在好
转。”朱丽娟说，自己不能闲下来，现在
准备在果树地里套种50亩西瓜。

“前几年都是往地里投钱，今年果园
大部分果树都挂果了，可以见到收益
了。”朱丽娟说，桑葚、杏子、桃子、西瓜、
苹果和西梅等，在5月陆续进入采摘期，
将一直持续到11月。今后游客到农家
乐来了，就可到果园里感受采摘的乐趣。

打通一条路，激活一片景，正成为
乡村振兴的新亮点。

去年10月底，梁平“绝佳二环”板
板桥至蟠龙洞段农村公路，被评为“全
国美丽乡村路”，这也是重庆市唯一一
条获此殊荣的公路。

主城、万州乃至外省市游客慕名而
来。朱丽娟称，现在来“唐家坡印象”农
家乐的游客梁平以外占了1/3，而以前
主要是本地客。

目前，这条公路沿线开设了近20
家乡村民宿和农家乐，带动改善沿线15
余万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农户人均收入
上万元，真正实现脱贫致富。

市交通局人士称，我市“四好农村
路”正在加快形成“快旅慢游”交通网络
体系，直接连接起当地景区，助推了乡
村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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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同时，创新金融科技与实
体经济的结合模式，加快金融科技企
业和新技术应用落地运营效率，形成
新主体、新技术、新业态良性互动发展
的全要素产业聚集区。

在扶持金融科技产业生态方面，
我市将有效运用各类投资基金，对金
融科技领域基础性、关键性技术研发
和试验给予资金保障，扶助初创型金
融科技企业发展壮大。同时，通过财
政补贴、资金贴息、纳税返还等方式，
对优质金融科技项目主体实行差异
化的激励政策；支持金融科技企业通
过境外发债、跨境贷款、赴国外上市
等方式筹集资金。

除了打造金融科技产业聚集区
外，《意见》还明确提出：打造高质量
发展制度创新区，促进经济金融质
量变革；打造金融科技监管先行区，
提升金融科技风险管理水平;打造

金融科技标准示范区，建设金融科
技标准领军城市;建设基础数据和
认证中心，夯实金融科技发展支撑
体系;推进金融科技开放与合作，助
力“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建设
人才培养合作交流高地，激发金融
科技创新活力。

其中提出，创建中新金融科技合
作示范区。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
互通示范项目框架下，探索由中新双
方共同推动创建政策先行先试、金融
科技产业集聚的合作示范区。同时，
推动中新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开展广
泛合作，为金融科技国际合作探索经
验；积极争取国家金融科技先行先试政
策，承接金融科技领域开放试点任务。
以两江新区为核心承载区，大力引进国
际国内金融科技项目，集聚一批金融
科技研发、应用、服务企业和机构，打
造我市金融科技的实体展示区。

推进金融科技应用与发展

（上接1版）
去年以来，我市将“扶贫车间”作为

带动贫困群众就业的重要方式，着力加
强“扶贫车间”规范化建设，积极宣传和
鼓励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在家门口、村
门口灵活就业。

同时，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企业、“扶贫
车间”等各类市场主体，无论大小都给
予支持。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扶贫
车间”269个，解决上万群众就近就地就
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近4000人。

提质增效
——鲁渝劳务协作，转移

1400名贫困人员到山东就业
前不久还在为工作犯愁的冉俊松，

如今每天按时上下班，感觉生活特别有
奔头。

“受疫情影响，春节后就一直在家，没
有工作和收入，心里慌得很。”酉阳县龙潭
镇丹泉村的冉俊松是建卡贫困户，前些日
子一直为不能外出务工而苦恼。

冉俊松说，3月中旬，当地人社部门
工作人员向他宣传了鲁渝劳务扶贫协
作优惠政策，他立马通过鲁渝劳务协作
招聘专区，在山东省东营市找了份不错
的工作。

两周前，冉俊松和酉阳县77名建卡
贫困人员一同乘坐专车，来到山东省东
营市河口区就业。“我们主要在山东从
事养殖、蔬菜加工等工作，月薪有3000
到5000元。”冉俊松激动地说，“在这边
我一定好好干，努力挣钱，让生活越过
越好！”

据介绍，为帮助贫困劳动力实现转
移就业，市人力社保局在重庆就业网开
设鲁渝劳务扶贫协作招聘专区，开展

“一对一、点对点”岗位信息推送和宣传
组织发动。同时，指导区县建立就业需
求信息动态更新、按需收集就业岗位等
机制，“大水漫灌”的现象得到扭转。

“我们还研究出台‘一揽子’政策措
施，推进鲁渝劳务协作提质增效。”市人
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举例说，比如，加大
了财政援助资金支持，按照山东年度财
政援助资金的10%以上安排劳务协作项
目资金，重点用于组织贫困人员赴鲁就
业、帮扶贫困人员就近就地就业、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等。同时，还将“专车专列专
机”等运输费用纳入补贴范畴。

在“输送”的同时，我市还优先吸纳
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鼓励重点企
业优先招用符合岗位条件的贫困劳动
力，并按规定给予吸纳就业奖补和一次
性岗位补贴。

据统计，过去一年，我市14个重点
区县共转移贫困人员到山东就业超过
1400人，山东帮扶我市贫困人员就近就
地就业超过5000人。

应训尽训
——技能培训点燃就业

扶贫“新动能”
今年44岁的邱防军曾做了十来年

煤矿工人，钱赚得不多，5年前还患上了
矽肺病，成为建卡贫困人员。

“得了这个病，我干不了重活，就靠
打点零工养家糊口，一年到头也就万把
块钱收入。”邱防军说。

去年11月初，城口县就业局群里发

来一条足部护理技能培训的信息，邱防
军赶紧报了名。

邱防军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接到了
当地就业部门电话。“原来，政府搞的是
培训、就业‘一条龙’服务。”邱防军告诉
记者，半个多月的免费培训每天补贴
100元，培训结束后又立即与渝铠（重
庆）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签约，前往该公
司上海奉贤区人民路店上班，每个月有
了5000多元的收入。

“我现在啊，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
心！”邱防军笑着说，由于自己做事细
心，踏实肯学，得到了老板的器重。“过
不了多久我就可以转正，月收入可能会
达到8000元左右！”

“为进一步提高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让贫困人员真正
掌握一技之长，我市将技能扶贫纳入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总体安排。”该负责人
说，去年，我市人社部门开展贫困劳动力
职业培训6.7万人次，帮助有培训需求的
贫困劳动力参加职业培训“应训尽训”。

同时，推行订单式组织、菜单式教
学、工单式就业“三单式”培训模式，鼓
励支持培训机构将培训班办到乡镇、村
社，因地制宜开展培训，增强培训针对
性和实效性。

据统计，过去一年，全市人力社保
系统培训建档立卡贫困人员近7万人
次，发放补贴7000余万元。

全面精准
——摸清我市140.4万贫困

人员就业状况和就业需求
为了更加精准地开展就业扶贫工

作，该负责人介绍，市人社局开发了就
业信息系统，从就业、创业、培训3个方
面，设置37项指标，依托驻村工作队、帮
扶干部、村（社区）扶贫信息员，全面摸
清了全市140.4万 16周岁以上贫困人
员就业状况和就业需求，做到“情况清、
数据明”。

同时，科学开发公益岗位。加大财
政资金支持力度，支持社区（村）开发临
时性防疫公益性岗位，先安置因疫情暂
时不能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就近就
地就业。据了解，过去一年，全市通过
公益性岗位安置贫困人员超过7万人。

“我市还通过帮扶政策转移就业。”
该负责人说，去年以来，落实贫困人员
就业创业政策资金2.4亿元，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9000余万元，发放贫困家庭学
生求职创业补贴近600万元，惠及贫困
劳动力近4万人。集中开展“春风行动”

“就业援助月”“百企进村送万岗”等招
聘活动1043场，为贫困人员提供就业服
务超过10万人次。

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市人力社
保局将进一步提高就业扶贫组织化程
度，做实做细“就业需求”“岗位供给”两
个清单，加强扶贫车间等就业载体建设
与效果评估等。深化鲁渝劳务扶贫协
作，按需定向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岗
位。将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探
索开展全员培训工作，增强贫困劳动力
技能水平。

同时，探索建立稳定有效可持续的
托底帮扶机制，新增和腾退的公益性岗
位优先安置贫困劳动力，着力提高就业
扶贫劳务组织化程度，确保实现累计帮
扶贫困人员就业3万人。

重庆精准兜牢就业扶贫民生“底线”

航拍的大足区龙水镇车辅村，道路四通八达。2019年大足共建成“四好农村路”626公里，实现行政村通畅率达100%，撤并
村通达率达100%，通畅的道路助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摄于1月7日） 通讯员 黄舒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近日，
来自重庆交通开投铁路集团的消息
称，重庆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已
报国家发改委审批，涉及的9条轨道
交通线路网络总体设计已启动招标。
其中城轨快线15号线、27号线已启
动勘察设计，力争年内开工建设，建成
后将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发
挥重要作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一项
重要任务，就是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提升经济圈互联互通水平。城轨
快线15和27号线，作为我市面向主
城都市区的快速轨道交通线路，是我
市轨道交通重要的骨干线和快线系
统，也是“三铁融合”的网络纽带。

15号线是主城东西向城轨快线，
线路全长约71公里。27号线西起璧
山，东至重庆东站，线路全长约53公
里。这两条线路采用城轨快线车辆制

式，车宽3.3车米，6节编组，可实现小
编组、快起快停的灵活运输组织，特别
是远期规划最小运营间隔2.5分钟，
实现公交化服务。

此外，作为“三铁”融合的重要桥梁
和纽带，远景规划城轨快线26号线、28
号线均预留与市域铁路贯通运行条件。

重庆交通开投铁路集团人士称，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具有
战略性、引领性、标志性的重大项目，
城轨快线既能满足主城都市区一小时
通勤目标，又促进干线铁路、城际铁
路、市域（郊）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四
网融合”发展。

“项目建成后，将完善线网结构、
发挥网络效益，实现轨道交通可持续
发展，真正缩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与全国主要城市群、经济区的时空距
离，加强区域交通的协同运输。”该人
士表示。

城轨快线15号线27号线力争年内开建
目前已启动勘察设计

■重庆将新建通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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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数说变化

2019年
■重庆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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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市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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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精准推进就业扶贫工作

◀全市累计组织贫困人员参加就业技能培训超过10万人次

◀我市已建成“扶贫车间”269个，解决上万群众就近就地

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近4000人

◀去年，我市14个重点区县共转移贫困人口到山东就业超
过 1400人，山东帮扶我市贫困人口就近就地就业超过5000
人

◀去年，我市人社部门开展贫困劳动力职业培训6.7万人次，
帮助有培训需求的贫困劳动力参加职业培训“应训尽训”

◀去年，全市人力社保系统培训建档立卡贫困人员近7万
人次，发放补贴7000余万元，全市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贫困

人员超过7万人
资料来源：市人力社保局 制图/丁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