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扶贫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贫困地区多为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源利用率低的区域，文盲和
半文盲率居高不下，从根本上影响了扶贫的效果。

在脱贫攻坚的冲刺阶段，如何防止贫困代际传递？“一方面是教
育。加强对贫困地区适龄儿童的教育，用最新的理念充实他们的头
脑，丰富他们的知识，强化他们的谋生技能，进而增强他们的竞争
力，坚定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信心和勇气，使他们完成自身能力的

‘脱贫’。”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另一个方面就是文化，以文化
改变思想，以思想带动技能培训，以技能培训提升谋生本领，以谋生
本领推动贫困地区“脱贫”。

我市高度重视教育扶贫“斩穷根”工作，通过提高扶贫标准、扩
大帮扶覆盖面、加大教育投入等措施，打破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
一年来，我市持续构建和完善“1+N”联控联保责任体系，同时建立
特殊困难群体学生数据库，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落实资助
资金。种种措施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

刘娇的家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光明村跃进组，离学校步
行有近两个小时的路程。学校新的宿舍楼建好之前，无法为刘娇这
样的孩子提供住宿，因此她每天天不亮就要出门，天擦黑才能回家，
宝贵的学习时间被占用。去年下半年，新的宿舍楼建成后，刘娇顺
利地住进了学校，过去花在路途上的时间都放在了学习和学校开设
的课外兴趣小组上，成绩有了显著提高。

健康扶贫
从“看病难”到“看病易”

因病致贫是贫困群众脱贫攻坚的第一大“拦路虎”。新一轮脱
贫攻坚我市摸底排查出的165.9万人48.2万户贫困户中，因病致贫
的有14万户42万人，占30%。疾病是脱贫路上的最大“拦路虎”。

“大病拖、小病扛”、“不上医院贫困，上医院更贫困”的现象在贫困农
村仍然较为突出。

如何让群众“看得好病、看得起病、方便看病”？我市投入资金在
贫困区县改扩建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14个国家级贫困区

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均达到二级医院标准，还建立起以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为基础，商业补充保险、疾病应急救助、扶贫济困医疗基
金、健康扶贫医疗基金为补充的“三保险”“两救助”“两基金”多重医疗
保障体系。2019年，全市因病致贫户较2018年减少79.8%。

不少贫困群众受益于此。
奉节县公平镇太山村的冯青汉多年前患上了高血压、糖尿病，

自从与当地乡村医生刘建林“签约”之后，老冯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就
落了地。“不仅按时上门量血压、送药，还精心照料我。”他高兴地表
示。

危房改造
从“茅草房”到“砖瓦房”

住房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尤其是对于无力建新房和加
固老旧房屋的贫困群众而言，一个安全而有保障的住房更是意味着
期待与梦想。我市积极探索实践，制定贫困户等“四类重点对象”住
房安全保障实施方案，实施存量危房全覆盖调查、拉网式摸排，全面
开展住房安全等级鉴定，实行安全等级挂牌公示制度，在全国引起
较好反响。

“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大家都说那是‘豆渣房’，很危险。可我
们家里哪有钱盖新房？现在好了，只花了几千块钱就搬进了新家
……”在大足区棠香街道水峰社区，80岁的陈代财一说起搬进新家
的经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陈代财和妻子李朝珍是大足区棠香街道水峰社区二组的老居
民，儿子患有精神疾病，妻子患有老年病，一家人只能靠陈代财平时
卖菜维持生活。

最让陈代财担心的还是他的那间老房子，“那是40多年前我自己
修的，墙壁是用竹条混着碳渣泥土这些东西砌起来的，别人都说这是

‘豆渣房’。”
后来，陈代财一家被识别为建卡贫困户，并进行了危房改造。

去年9月，陈代财一家终于告别了40多年的老旧危房，搬进了新
家。按照相关标准，水、电、厕所、厨房“四配套”，政府补贴了3.5万
元，自己只出了几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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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不愁三保障”做实做细
提升民生福祉用心用情

“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
标，直接关系攻坚战质量。”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我们既是要
求，更是动力。

解决“两不愁”，重点要有稳定增收渠道。一年来，我市依托优
势产业做文章，为贫困户量身定制帮扶措施，推动懂技术、有资金的
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农户联产联业、联股联心。强化利益返还、保底
分红等机制，让群众持续受益。

解决“三保障”及饮水安全问题，重点则是聚焦薄弱环节，拿出过
硬举措和办法。一年来，我市落实资助资金9.79亿元，资助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37.59万人次；完成农村危房改造3.88万户，被表彰为
全国农村危房改造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省市；强化基本医疗有保

障，倾斜报销惠及贫困人口124.35万人次；加快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338万人受益。

这一组实打实的数据，折射出我市聚焦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全面提升民生福祉的可喜成绩。

发展为要，民生为本。一年来，我市把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作
为脱贫攻坚必须要打赢的一场硬仗，作为群众脱贫与否的重要指标，
让贫困人口真正实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

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总的看不
愁吃不愁穿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三保障”薄弱环节也得到了
有效补齐，“我们将慎终如始，确保目标标准不动摇，靶心不变、焦点
不散，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一幅大美重庆的民生福祉图正
在徐徐展开，全面小康胜利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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