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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关键举措和打好
脱贫攻坚收官战的重要保障，产业兴则脱贫稳。

4月的巫山，一片生机勃勃，田间地头热火朝天：片
片晚熟柑橘林已是染红点翠，硕果累累，村民们忙着采
摘搬运；户户农家乐高朋满座，村游“胜景”，吸引游客纷
至沓来……走进这里，看到这一番新光景，空气中都弥
漫着幸福的味道。

据了解，去年一年来，巫山共计实现脱贫1204户
3481人，目前系统内未脱贫对象248户662人，贫困发
生率从13.7%降至0.14%。在脱贫攻坚已到决战决
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业，发展产业是实现稳定
脱贫的主要途径和长久之策。”据巫山县扶贫办负责人
介绍，立足于此，近年来巫山抢抓机遇，通过发展特色产
业、实施旅游带动、强化就业转移，正努力实现贫困群众
户户有产业、家家能增收。

4月10日，在双龙镇安静村6组，
村民刘敬春正忙着整地、除草，为夏季
葡萄丰产做准备。“今年除了忙110亩
葡萄园，还有300亩柑橘园活路也不
少，等到两个种植园都开始丰收，以后
更有盼头啰！”虽然忙碌，但他却满怀
喜悦。

曾经因病致贫的刘敬春已于2017
年脱贫销号，如今作为村里的致富带
头人，他每年为5户贫困户的产业分红
负责，为10余位贫困户提供务工就业。

“我也当过贫困户，更知脱贫难，
我自己脱贫不算完，让乡亲们一起脱
贫致富才是真。”去年被正式发展为村
党支部预备党员的刘敬春充满底气，
底气的来源就是产业发展的持续动
力。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作为以
山地为主，土地资源贫瘠，坡耕地比重
大的巫山而言，怎样提升土地这个致
富本钱是关键。为此，近年来，针对这
一现状，巫山一方面选好产业类型，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结合
立体性气候特征，实施“低山种柑橘、
中低山种脆李、高山种烤烟药材干果”
差异化产业发展，大力发展“1+3+2”主
导产业；另一方面创新利益链接机制，
实现土地利用率、群众收益率最大化。

据巫山县农业农村委负责人介
绍，针对“产业发展慢，群众增收难”问
题，该县通过引进和培育大型龙头企
业，按照“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
通过土地租赁、作价入股、经营权托
管、订单农业、技术承包服务、就地务

工等多种方式增收；通过“合作社+贫
困户”扶贫模式，盘活集体经济存量，
发挥资金撬动效益，推动产业发展经
济增值；通过“大户+贫困户”扶贫模
式，依托大户从种养技术服务到产品
销售提供全方位支持，带动贫困农户
增收……

产业出特色，利益有保障。截至
目前，巫山全县已在低山带发展柑橘
15万亩，中低山带发展脆李25万亩，
中高山带发展核桃15万亩，高山带发
展中药材20万亩、烤烟4.6万亩，年出
栏山羊32万只，因地制宜发展电子商
务、光伏发电等，实现有土地和劳动力
资源的贫困户产业全覆盖，特色产业
正有效支撑群众稳定脱贫。

一业兴带来百业旺。作为巫山新
兴支柱产业之一，旅游业成为全面带
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引擎产业”。

借势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巫山立足县情，创新旅游扶贫模式，正
努力实现全业态融合发展，构建“旅
游+”产业体系，把扶贫与美丽乡村建
设、现代农业观光等相结合，把旅游业
打造成富民产业。

“现在一天一般要接待五六桌客
人，自家养的土鸡不够，需要从邻居那
里进货。”4月11日中午，官渡镇大塘村
村民范辉廷正在接待留下的两桌客人，
炒菜上菜忙个不停。作为开办农家乐
脱贫致富的典型，范辉廷的成功让当地

贫困户看到了旅游致富的希望。
大塘村距离官渡镇约4公里，四面

环山平均海拔600多米，长期以来的
“靠山吃山”只能让当地村民维持温
饱。自2016年全村脱贫摘帽后，该村
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优美的自然风光
为基础，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开展
观光农业，原本偏僻的山村已逐步发
展成为小有名气的旅游景点。当地村
民各显神通，开农家乐、卖土特产、与
旅游企业合作，走上了旅游富民的康
庄大道。

大塘村的蜕变，是巫山推进乡村
旅游、改变山乡面貌的一个缩影。以
旅助农、以旅兴农、以旅富农，如今巫

山全县25个镇街45个贫困村靠发展
旅游业作为稳定致富的主导产业，占
贫困村的36%；10%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通过旅游实现脱贫，直接减贫贫困
户2400余户6000余人，占脱贫总人数
的7%。

借力旅游拉动，巫山还通过全域旅
游带动，推进“旅游+”深入融合发展，带
动群众多渠道增收，通过精品景区覆
盖，推动“三变”改革，让农房变客房、农
田变景观、产品变商品，农民变工人。
通过景区建设和营运吸纳就业、旅游产
品开发和旅游服务带动创业5万余人，
全县10%以上的人吃上“旅游饭”，带动
贫困户7000余人实现稳定脱贫。

春雨过后的双龙镇，草色新绿惹
人。在乌龙村曹家淌北碚广场附近

“扶贫车间”内，已经在这里工作不少
时间的村民刘贵平满怀感激：“这里离
家近不说工资也不错，每天干完家里
的活就来这里上班，一个月就有将近
2000元工资。”

乌龙村山大沟深，群众增收渠道比
较单一，一直以来如何保证贫困人群稳
定增收是难题。刘贵平所在的“扶贫车
间”由返乡村民李敬贵夫妇创建，主要从
事服装加工业。目前有30多名务工人
员在这里上班，其中贫困户就有16人。

按照“困难群众在哪里，扶贫车间
就建到哪里”的思路，近年来，巫山把

“扶贫车间”与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农
民专业合作社创建、村集体经济发展
等结合，通过引进企业援助办、扶持创
业能人办、牵线搭桥网上办等方式，鼓

励引导贫困群众通过就近就地务工、
入股分红等形式，正实现困难群众持
续就业稳定增收，乌龙村只是其中的
一例。截至目前，该县已建成14个就
业扶贫车间，带动500余人就业，让有
就业愿望但难以外出打工的农村妇
女、老人等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对贫困家
庭而言，工资性收入是实现稳定脱贫
的重要渠道。”据巫山县扶贫办主任朱
钦万介绍，自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
巫山正多措并举有效推进就业扶贫，
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紧盯产业培育、市场需求和贫困
劳动力个人培训意愿，对贫困群众开
展实用技术培训，对外出务工人员开
展就业技能培训，对有创业意愿的开
展创业培训，做到培训需求和就业需
求精准对接。同时，强化资金支持，将

就业补助资金的使用落到实处。
培训结束后，就业出路在哪里？巫

山积极搭建平台，扩宽就业渠道。采用
线上用工招聘方式，组织企业岗位集中
开展春风行动网上招聘会，精选重庆重
点信息产业、巫山工业园区企业、山东
对口帮扶企业等优质岗位，举办了网络
直播招聘，同时加强农动力外输力度，
加强提升本地就业吸纳能力。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巫山县共计
开发疫情防控临时性公益岗位1486
个、常规性公益岗位3347个，统筹县内
企业、重点项目建设、扶贫车间等岗位
2350个，向山东烟台等对口帮扶地区

“点对点”输送131人次。目前，全县已
就业 18万人以上，其中贫困户就业
2.8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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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援建的巫山县建平乡万亩茶园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聚焦产业扶贫

让贫困群众户户有产业 家家能增收

集聚帮扶合力

中央定点帮扶
2020年，三峡集团无偿援助巫山资金

1亿元，较上年相比增加25%，涉及医疗扶
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基础设施建设、同
舟工程、技能培训等项目14个，现已全部
到账，项目正在有序推进。疫情期间，采集
了巫山县483名贫困劳动力就业需求，积
极安排和协助中央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
就业，购买和帮助销售滞销农产品共计金
额151万元。派往巫山2名挂职干部已到
位履职，深入开展脱贫成效巩固工作。

东西扶贫协作
2020年，东西部扶贫协作财政援助资

金4384.4万元，现已全部到位。22个援建
项目已全部启动。截至目前，烟台向巫山
选派的挂职干部3人已全部到岗，巫山选
派到烟台的挂职干部4人已全部到岗；巫
山在山东就业的贫困劳动力30人全部返
岗复工，同时新增到山东就业贫困劳动力
116人；鲁渝扶贫车间7个已全部复工，吸
纳就业的94名贫困人口均已返岗复工；疫
情防控期间，烟台采购、销售巫山柑橘、蔬
菜等农特产品共计600余万元。

教育扶贫
大力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合理布局

校点，落实义务教育“免补”政策、营养改
善计划和教育资助政策，累计资助23.3万
人次 3.1 亿元（2019 年落实 4.8 万人次
7158万元），办理大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
2.96万人次2.17亿元（2019年4348人次
3272万元），没有一个学生因贫失学或辍
学。

医疗救助
贫困户医疗保险和精准脱贫保实现

全覆盖，落实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全面实
施医疗“五重保障”“先诊疗后付费”和“一
站式”结算，累计实施医疗救助5.57万人
次2.7亿元（2019年救助3.1万人次1.1亿
元），贫困患者住院医疗费用自付比例
7.16%，县域内就诊率96.49%。

住房安全
对全县土坯房进行全面鉴定，对实际

居住且是唯一住房的C、D级危房全部改
造，群众住房安全得到保障。

饮水保障
累计新建（整治）饮水工程3000余

处，铺设管道2.1万千米（2019年新建和
整修水池315口，新铺设和整修管道784
千米），农村饮水安全得到保障。

数说成效

贫困户住进新房 摄/卢先庆

村民在扶贫示范车间就业 摄/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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