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中益乡小学新建宿舍楼
装修完毕，新建的乡卫生院主体工程完工，日供水量
1000吨的莲花坪水厂投入运营……2019年以来，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坚持项目化、事项化、具体化推进，推动43个具体
事项落实落地。截至目前，除了建峰村的8户贫困户
危房改造本月底完工外，该乡其余42个具体事项已
全部完成。

“我们切实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推动中益发
展的工作思路，转化为干部持久的务实作风和群众强大
的内生动力。”中益乡党委书记谭雪峰介绍，2019年该
乡持续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以各类问题整改
为抓手，集中精力火力，全力以赴落实43条具体举措。

中益乡卫生院院长蒋凤告诉记者，今年，该院在继
续做好“三个少”基础上，还要做好“治未病”工作，即通
过各种举措防止疾病发生发展，特别是防止因病致贫
返贫现象的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增加贫困群众的收入，中益
乡还持续深化调整了产业结构。比如，增加经济效
益更高的山地特色效益农业比重，新发展800亩黄
精、350亩黄连、210亩蓝莓等；推动产业从“一产支
撑”向农旅融合发展深度调整，培育117家乡村旅游
接待户，2019年实现接待游客2万余人次。

中益乡贫困人口由2018年底的46户121人减少
为2019年的12户30人，贫困发生率由2018年底的
1.72%降至去年底的0.43%，贫困群众人均纯收入增
至10745元。如今，全乡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产业
结构、扶贫政策机制落地见效、干部群众精神面貌发生
深刻变化。

中益乡贫困发生率
降至0.43%

地处中益乡槽底官田河边的坪坝
村，保存着三个由土家吊脚楼组成的传
统院落——白果坝、冉家坝、大湾“两坝
一湾”。这些吊脚楼因年久失修、不通公
路，大多无人居住，渐渐破败。

“盘活老院落，让这些破房子产生新
效益。”坪坝村驻村第一书记韦永胜将眼
光瞄向这些吊脚楼。当地村民开初都不
相信，这些破房子住都没人愿意住，还能
挣钱？

坪坝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黄水旅投
公司，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占股20%、黄
水旅投公司占股60%、农户占股20%的
方式，共同开发精品民宿。

以白果坝为例：破旧的吊脚楼经整
治后成为古色古香的土家特色民宿；新
建的柏油马路联通各幢吊脚楼的同时，
还圆了周边57户村民的通车梦；昔日杂
草丛生的废旧校址，被打造成生态旅游
停车坝……如今的白果坝，吸引着一拨
拨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

不过，改革盘活这些传统院落，并非
一帆风顺。

“因为入股村民的意见不一致，白
果坝的项目差点没搞成。”驻村扶贫干
部谭华祥说，多亏村里干部想到了这个

“贵和工作法”，才将这些问题逐一化
解。

谭华祥所说的“贵和工作法”，其实
就是融合运用自治、德治、法治手段，由
综治干部、律师、乡贤、群众等组成“贵和
调解队”，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白果坝民宿改造项目启动后，村民
黄某因在房屋相关设施入股方式上有异
议，不同意在征收合同上签字，导致整个
项目不能顺利实施。村里多次协调无果
后，“贵和调解队”派出驻村第一书记韦
永胜。从吃闭门羹到遭受白眼再到称兄
道弟，韦永胜三顾茅庐宣讲、沟通，听取
诉求，最终顺利解决了问题。

“每一个矛盾纠纷，都有一把打开的
钥匙。”韦永胜说，他理解的“贵和工作

法”有两个法宝，首先是要保证群众切实
利益，其次要用真心打好感情牌，争取群
众支持。

2019年至今，中益乡采用“贵和工
作法”，化解辖区内各类矛盾纠纷410余
起，调解成功率达100%。全乡实施的
120余个建设项目中，无一例因纠纷延
工，无一例上访事件。

“改革让农村重生！”中益乡党委书
记谭雪峰介绍，目前，中益乡7个村依托
改革，培育了黄精、中蜂、民宿等特色产
业，推动了在耕土地、闲置资产、外来资
金按市场规律集约，拓宽了贫困群众持
续增收的渠道，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力。2020年，中益乡经济发展进入

“快车道”，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内
生动力彻底激发，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信心十足。

盘活传统院落 发展土家特色民宿

□本报记者 汤艳娟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全兴村
官心组，在一栋栋姜黄色小楼下，一条
崭新的沥青路蜿蜒伸向薄雾笼罩的大
山深处。

4 月初，一个雨后的中午。“吃饭
咯……”村民黄玉英热情招呼租客的
声音，从一栋新装修的三层小楼内传
了出来。这位辛苦劳作大半辈子的农
妇，借助全市首个农房抵押贷款产品，
建起了民宿，吃上了“旅游饭”。

中益乡地处大风堡原始森林深处，
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全
乡在耕及可开发耕地仅1.3万亩，且土地
零碎、土壤贫瘠、坡地较多。所辖7个村
均是支柱产业“空白村”、集体经济“空壳
村”、老人妇女儿童“留守村”。

市委办公厅扶贫集团派驻中益乡
扶贫工作队队长李建树说，去年总书
记视察重庆后，大家思想更解放了，改
革劲头更足了，如今全乡 7 个村都走
上了一条改革创新引领下的特色脱贫
路。

向改革要效益，这并非易事。
就拿海拔1000-1500米的全兴村

来说，村里没有主导产业，很多土地闲
置，杂草丛生，村集体经济为零。这样的
贫困村如何改革？

“这个村地广人稀，最大的资源就是
960亩集体商品林，最大的坪坝地就是荒
弃的170亩尖山坪。”李建树说，几经思考，
一个挖掘森林经济的改革思路逐渐形成：
村集体用财政拨付的扶贫资金注册成立一

家公司，用960亩集体商品林抵押办理贷
款，集中将170亩尖山坪闲置地打造成产
业基地。

然而，这场改革的关键在于，以林权
作为抵押去贷款，这在全市并无先例。
这片集体商品林究竟能不能贷到款？

对此，全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亚平
心里也没底。为了拿出更有说服力的
资料，他十余次带着干粮，每次步行3个
多小时山路，爬上海拔1500米的尖山

坪，在荒地里一步步地测量土地数据。
最终，这位经济学专业出身的驻村干
部，历时一个月时间，手绘了一张尖山
坪产业发展地图。

驻乡扶贫工作队成员之一——农业
银行重庆市分行巡视组调研员韩玉川被
这份地图深深震撼，随即向农业银行重
庆市分行提出申请，为中益乡开发一款
林权信贷产品。针对村里无可用于抵押
的房屋等固定资产、更无力负担高额担

保费用的情况，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研
究推出了“林果贷”扶贫产品。同时，该
行还捐款10万元，帮助全兴村集体经济
组织增加注册资本金。

2019年6月，我市第一笔林权抵押
贷款诞生了——全兴村960亩集体商品
林获得农行下拨的60万元抵押贷款。

有了钱，尖山坪170亩高山荒地很
快被开垦出来，种下了脆桃并套种中药
材大黄。去年，全兴村有36户贫困户
在这里务工，村集体年发工资 18 万
元。预计2021年水果丰产后，该基地
可实现产值 240 万元，村集体可收益
100万元。

首笔林权抵押贷款 向改革要效益

全兴村的改革探索在中益乡引发轰
动，相邻的坪坝村也跃跃欲试。

“我们坪坝村没有集体商品林，如何
发展产业？”驻村第一书记韦永胜与村干
部商量后，将目光瞄准了村里优良的生
态条件，以及那条经过全兴村、正在修建
的中益乡到黄水镇的旅游公路，想利用
毗邻黄水风景区的区位优势，发展乡村
旅游。

2018年3月，村里成立了集体经济
组织——康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准备
改造一批民宿，带动村民大干一场。

不过，农房改造成民宿要投入大笔
资金，钱从哪里来？

“我们能不能也申请一个全市首创
的农房贷款？”很快，农业银行重庆分行
推出了全市首笔农房抵押贷款产品——

“中益·黄水人家康养民宿旅游贷”。从

事“黄水人家”康养民宿旅游行业的村
民，只要符合勤劳肯干、讲究信誉、邻里
关系和睦等条件，均可申请最高30万元
的免抵押担保贷款。

“扶贫就要扶精准！这样的贷款改
革针对性强，可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扩大贫困群众参与度与受益面。”韩玉
川说。

家住百亩瓜蒌基地边的贫困户向大

忠向农业银行提交了5万元的贷款申
请，3天后5万元贷款就发放下来，还在
利率上实行下浮10%的优惠。有了贷
款，向大忠的民宿很快装修好并开门迎
客，去年就入账8万元。

截至目前，“中益·黄水人家康养民宿
旅游贷”已给30户农户授信贷款500万
元，为15户村民发放农房抵押贷款243.9
万元，帮助他们建起了民宿、农家乐。

如今，中益乡的乡村旅游产业生机
焕发，基础设施日趋完善，预计今年全乡
旅游业总产值将达700万元，可直接带
动村民增收300万元。

首创农房抵押贷款 助力乡村旅游

数说变化

1
在家有劳动力的贫困户产业覆盖

100%；开发护林员等农村公益性岗位315

个，引导709名贫困群众实现转移就业；为

115 户无劳动力、弱

劳动力贫困户精准落

实低保兜底；全乡集

中供水率96.16%，安

全饮水覆盖率100%

100%

2
全面落实 414 个贫

困家庭学生教育资助，实

现教育资助覆盖率100%

100%

3
全乡539户1840人贫困对象全部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100%；2019年贫困患

者住院1475人次，发

生费用总额453.96万

元，患者自付费用45.4

万元

100%

4
自2017年8月以来，实施危房修缮加固

583户（其中贫困户113户）、D级危房重建

75户（其中贫困户19户），两项共计658户；

对全乡7个村830户土木房屋老旧线路进行

了专项整改

658户

资料来源：中益乡政府 制图/李梦妮

石柱县中益乡新貌。 记者 万难 龙帆 摄

培育特色产业 中益乡创新脱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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