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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长远建机制还不到位”、“产
业项目未能与贫困户实现利益联结”、

“龙头企业直接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就业人数较少”……在脱贫攻坚过程
中，各地或多或少的存在这样那样的
共性或个性问题。

为了更好地推动脱贫攻坚工作的
开展，潼南区将检查、巡视、考核等作
为其推动工作的一面“镜子”，统筹抓
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题、
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问题和市
委督查巡查问题、“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整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
的措施、最严格的要求，立查立改、即
知即改，切实改彻底、改到位。

“我们成立区委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和10个专项小组，精

心制定《整改方案》，形成‘1+10+N’
责任体系，并在全区干部大会和专题
会议上，全面部署推进整改工作。”潼
南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使
问题整改真正出实效，区纪委监委、区
委督查办、区委组织部分别组建脱贫
攻坚专项督查组，对全区脱贫攻坚各
类反馈问题整改情况、“两不愁三保
障”等方面的突出问题、驻村工作队履
职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并用好巡察利
器，严格对22个镇街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开展巡察，发现问题立即督促整改。

潼南区对标中央巡视组专项巡视
反馈问题、国家考核反馈问题和市委

脱贫攻坚专项督查巡查组反馈问题
等，精心制定整改措施，统筹推进整改
落实，目前已全面完成整改。

例如在构建利益联结机制方面，潼
南区宝龙镇严寨村由村集体领办，采取

“经济联合社+农户+市场”的模式，并
对接市农科院、重庆科光种苗公司提供
种植技术服务，由村集体提供种植技术
服务、品牌和市场销售，对接联系收购
商保底收购，村民成为生产工人。

“我们集中打造120亩的育苗和种
植示范基地，让62户（贫困户33户）农
民变股民，建成1200平方米的育苗大
棚，并采取送种苗、保底价回收的办法

带动全村260余户（贫困户76余户）发
展榨菜、辣椒等山地蔬菜200余亩。”严
寨村党支部书记欧敏说，2019年，由村
集体带动发展的辣椒、榨菜等产业产值
达100万元，参与农民实现固定分红、
务工和个人种植收益的三层叠加，直接
带动参与户年增收1500元以上。

这还仅是潼南区构建利益联结机
制的一个探索。目前，潼南区已探索
实施了资产收益、土地流转、资金入
股、务工就业、产品代销、生产托管等
利益联结模式，完善脱贫增收长效机
制，逐步实现了城市资本全面带动、贫
困群众充分联结的互利共赢、合作共
享新局面。

王静 刘廷
图片除署名外由潼南区委宣传部提供

自脱贫摘帽以来，贫困发生率由0.6%持续下降至0.06%——

巩固成果加把劲 聚力脱贫奔小康
潼南是2002年确定的市级扶贫

开发重点工作县，经历了整村推进、整
村脱贫、片区开发、脱贫攻坚、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5个阶段，2016年4月正
式获批退出市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我们认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
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因此绝不能松
劲，必须要进一步加大攻坚力度。”潼南
区委书记曾菁华说，为巩固好脱贫成果，
潼南区精心组织抓宣讲，通过编发脱贫
攻坚“口袋书”，成立区委宣讲团、镇街宣
讲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特别是
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递到田间地头、院
坝村落，进一步凝聚了打好脱贫攻坚战
的共识。

同时，潼南区建立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责任体系，严格执行区委书记、
区长“双组长制”和“五级书记抓扶贫”
机制，落实区领导、区级部门包帮镇村、
各级干部包帮贫困户工作责任制。副

处级以上干部结对帮扶1至3户贫困户
（重点为新增和未脱贫户）定户包干；党
员干部结对帮扶全覆盖。50个贫困村
全部由区级单位定点包帮。

梓潼街道罗家村是典型的农业
村，村民居住较为分散。前段时间，受
新冠肺炎防疫影响，不少贫困户家里
的农产品销售遇到困难，罗家村第一
书记王钦就当起了贫困户种植养殖产
品的销售员。今年，他更是一边带领

村民战“疫”，一边四处联系销售渠道。
“我每天都在微信朋友圈发送蔬

菜、鸡蛋等农产品的销售信息，也让朋
友帮忙转发，把所有资源都利用起
来。”王钦说，有时联系上销售商后，他
还自己开车带买家到村上看货，帮助
菜农运送蔬菜，切实解决了贫困户的
实际困难。

截至目前，潼南区共派出区、镇、村
帮扶人5903人，结对帮扶贫困村、贫困
户，真正做到工作要求不变、工作队伍
不散、工作力度不减，凝聚起全区上下
共抓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强大合力。

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决战决胜、攻城
拔寨的关键节点。如何在有限时间内，
用有限的资源解决最突出的问题，对潼
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小康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郑重承诺至关重要。

对此，潼南区对标对表中央决策
精神，把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作为一项重大政治责任、重大民生
工程，查漏补缺，精准发力，逐户、逐
人、逐项反复开展拉网式排查，在进一
步摸清基础信息的同时，加大财政投
入力度，努力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问
题的动态清零。

唐玉容是潼南区田家镇老庙村村

民，居住的瓦房年久失修，被鉴定为D
级危房，当地将其纳入农村危房动态
清零户。眼下，她家的新居已接通水、
电、气，正在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粉
饰内墙。

“党和政府的政策好，今年修房补
助3.5万元，自己手里有点钱，把新房子
修起，住起也安心。”唐玉容高兴地说。

在潼南，唐玉容是最后一批危房
销号的农户。2019年，潼南各镇街对
辖区内贫困残疾人、低保户、建卡贫困
户、特困户四类重点人群的房屋进行

了安全鉴定，共完成“四类重点对象”
C、D级危房改造1222户。目前，潼南
区建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存量危房已
全部实现动态清零。

类似这样的“清零”在多个领域同步
推进。在“不愁吃、不愁穿”方面，注重

“兜底保障”与“精准扶贫”两项制度有机
衔接，共低保兜底贫困户4655人。

在义务教育保障方面，全面兑现教
育扶贫政策，对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
做到应助尽助，同时加大“两类学校”建
设力度，实施强校结对弱校帮扶工作，

让老百姓子女在家门口就有“好学”
上。目前，该区辍学106人已全部劝
返，送教上门187人。

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贫困群众基
本医保参保率达100%，每个乡镇卫生
院至少有一名执业医师、一名全科医
生，每个村至少有一个卫生室，并配备
一名乡村医生，实现签约服务全覆盖。

在饮水安全保障方面，严格对照水
量、水质、用水方便程度、供水保证率4
项指标，组织镇街、村社逐村逐户核查，
实施分散打井。2019年，解决525户
1779人建卡贫困户饮水问题，全面保障
了该区贫困人口饮水安全。

产业发展是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
要途径，但一些“特色产业”抗风险能
力弱的问题客观存在，一旦遇到“风吹
草动”，很容易导致参与该产业发展的
贫困户返贫。

“这其中涉及到规模、技术、市
场、人才、资金等各方面的问题，一个
地方很难有充足的资源，将每个特色
产业都做好。”曾菁华说，为了避免这
类情况的发生，潼南区建立了统筹推
进机制，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生
态环保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制定
《重庆市潼南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在基础设施、产业
发展、人居环境等方面，统筹推进贫
困村与非贫困村的同步发展。

其中，在推动产业发展上，全面整
合农业、国土、水利、交通等项目资金，
充分结合地形地貌、土壤土质等特点，
集中流转、整治、出租土地，变贫困村

“闲散资源”为“优质资产”。
同时，实行模块招商，积极对接城

市资本投资需求，打造“3+X”产业模
块基地，集中引进特色种植养殖和农
产品加工项目，推动粮油、蔬菜、柠檬、
生猪、渔业、特色经果和中药材七大特
色产业集群做大规模，延长链条，以此
带动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

“今年我购买了一批虾苗，我们社

区里的其他邻居都在搞小龙虾养殖，眼
看着生意一天天越做越大，我也不能

‘等靠要'了。”说这话的是潼南区寿桥镇
碉楼社区三社建卡贫困户黄明英。

前几年，由于丈夫和女儿接二连
三地病倒了，家庭一时陷入了困境，帮
扶干部在摸清了她的情况，不仅解决
了其医保，还常常为她家送去物资和
关怀，更帮助她照顾家人打理农活，让
黄明英十分感动，但她坚毅的性格不
允许她向苦难低头。

随着潼南小龙虾产业快速发展，
在帮扶干部的建议下，她将家里的4亩

水稻田规整好，凑钱买了虾苗开始养
小龙虾。

“村上为我免费安装了虾网，送来
了技术，今年4月已经有人高价来收我
的小龙虾。”黄明英说，今年卖小龙虾她
已经赚了2万元，通过“稻虾共养”这种
新模式，让她既可以照顾家人又可以解
决经济困难，她对未来充满信心。

目前，潼南统筹发展的方式已经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共建立主导产业
和增收产业基地300余个，仅贫困村
规模化产业基地就达9.1万亩，实现了
村村都有规模产业覆盖的目标，拥有
千亩以上规模化产业基地的贫困村
（社区）达到30个以上，成为贫困户持
续增收的重要基础。

凝心聚力，“五级书记”共抓脱贫攻坚

精准发力，致贫返贫突出问题“清零”

统筹发展，村村都有规模产业覆盖

以整改求实效，完善脱贫增收长效机制

潼
南

驻村干部帮助养殖户捕捞小龙虾

古溪镇贫困村双庙村如今变成了新农村 摄/李代良

柏梓镇张板村贫困户张寿康种植20亩柠檬脱贫致富
摄/李代良

桂林街道梨树村贫困户土地入股分红现场 摄/李代良

柏梓镇哑河村贫困户倪纯兵通过种藕脱贫致富 摄/李代良

“党和政府来帮扶，我的贫困帽子早就甩到山那

边。我要感谢党的好政策，撸起袖子加油干。多养龙虾

多养猪，用勤劳的双手描绘小康生活新画卷！”感叹于现

在的幸福生活，前段时间，潼南区双江镇管店村贫困户

李建用一段快板书说出了众多贫困户的心里话。

潼南是我市首批摘帽的贫困县。近年来，潼南区严

格坚持“四个不摘”，对标“两不愁、三保障、一达标”，聚

焦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发展、政策落地见效，凝心聚

力、精准发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潼南区贫困人口15495户、53487人，已

脱贫15326户、53010人，贫困发生率由摘帽之初的

0.6%持续降低到0.06%，为潼南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

全面小康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