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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值小龙虾上市时节。彭水县岩东乡的

张迎春仨兄弟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捕捞20余公斤小

龙虾，有实打实的近1000元入账。这对于3个曾经

的建卡贫困户来说，着实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3年来，张迎春兄弟3人养殖的小龙虾效益越来

越好，彻底摘掉了建卡贫困户的帽子，实现了脱贫致

富。在屵山村、在岩东乡、在彭水县，张迎春这样的

励志脱贫事迹不断地上演。近年来，在彭水县委、县

政府的动员、倡导、部署下，全社会各界力量为贫困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开展了一系

列扶贫行动，定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企业扶贫、

社会组织扶贫以及市内对口帮扶等多措并举，坚持

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实在在地摘

掉贫困的帽子。

聚焦产业
激发乡村扶贫源动力

就在距离屵山村小龙虾基地不远
处的河坝村，有一处青脆李基地，这是
政府扶持的农业龙头企业所建。为确
保当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基地除了
种植青脆李外，2020年继续种植中药
材600亩。时下，正是中药材天门冬
种植时节。

基地负责人之一的聂海燕算起了
“脱贫账”：2400亩基地土地流转费每
年共计为当地农户增收36万元，基地
林下种植和果树管理人员全是当地农
户，尤其是以当地贫困户为主，全年用
工2万余人次，这又为农户带来劳务收
入120万元。基地带动两个村的贫困
户162户600余人脱贫致富，发挥了产
业扶贫的优势作用。

几年前的河坝村并不是如今的光
景。河坝村位于岩东乡南部，距彭水
县城17公里，毗邻乌江画廊景区，幅
员面积17.7平方公里，是彭水有名的
贫困村。全村辖9个村民小组，户籍
人口687户2885人。

2014年，河坝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有93户345人，贫困发生率占全村总
人口的13.9%；基础设施极其薄弱，无
通畅公路仅有9公里通达路，人畜饮
水蓄水池仅5口；村容村貌缺乏规划
管理，村民缺乏环保意识，垃圾乱扔乱
堆乱放陋习严重；婚丧大操大办、盲目
攀比、厚葬薄养、封建迷信、赌博等陈
规陋习难以根除。

当地农民生产方式为传统的耕作
模式，吃水靠挑、出门靠走、运输靠背、
种地靠挖是普遍现象。村民主要经济
收入以传统种植业和外出务工为主，
全村人均年纯收入仅6526元，低于全
县平均水平12.62%。

近年来，在彭水县政府、县扶贫办
的努力下，一切在飞快地改变。河坝
村结合本村地理资源优势，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利用青
脆李基地充分发展林下种植前胡等中
药材，实现基地务工收入120万元以
上；回引返乡农民工发展楠竹种植
1630亩、核桃300亩，采取合作社+农
户土地入股分红的合作模式，入股农
户 210 户，其中贫困户 72 户，预计
2022年全面投产，通过优化产业结
构，进一步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切
实加快了脱贫步伐。

一个贫困村的发展就能看到数个
扶贫典型项目——彭水扶贫给了很好
的答案。

“在彭水县的很多乡镇、村社，都
能轻易地找到利用产业致富的典型案
例。”彭水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张
泽勇介绍说，近年来，彭水因地制宜发
展红薯、烤烟、畜禽养殖及中药材等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推进“一村一
品”产业培育行动，每个贫困村均有1
至2个稳定增收产业。

彭水目前蜜蜂保有量保持在10

万群，红薯全产业链年收入5.6亿元，
烤烟产业年收入5亿元，畜牧业年产
值17亿元。当地还扶持引导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在贫困村建立生产加
工基地，完善与贫困农户的利益联结
机制，增强了贫困村“造血功能”、提升
了贫困群众持续增收能力。

文旅融合
民俗文化成增收渠道

彭水罗家坨苗寨是重庆境内最大
的苗寨，2014年被国家民委命名为

“全国首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寨子
依山而建，寨内木质结构的吊脚楼层
层叠叠，错落有致。但以前，这里不为
外人所知。

苗寨里的村民靠种玉米、红薯、土
豆等维持生计，村民家境都不宽裕。

“公公患癌症，3个孩子都要上学，丈
夫又患肝病，自己也做了几次手术。”
曾经的贫困户谢琼说，就在短短的几
年前，她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而
家境和谢琼一样困难的村民甚至不在
少数。

生活的转机源于镇里对罗家坨苗
寨的旅游开发。

2016年，罗家坨苗寨所在的鞍子
镇以农旅、文旅融合为着力点，分三期
推进罗家坨苗寨提档升级改造工作。
为鼓励村民发展乡村旅游，开办农家
乐，镇里多方筹措资金200余万元，修
缮了全寨43栋民房，并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民房修缮遵循“外貌民族化、内
部现代化”原则，43栋民房全部改建
成了民宿，拥有300多个床位。

自从罗家坨开发乡村旅游以来，谢
琼也搭上乡村旅游发展的“快车”。在
政府统一设计规划下，谢琼把自家老宅
改造成了农家乐、民宿，吃上了“旅游
饭”，现在每年有10余万元纯收入。

“政府帮了我，我也要帮其他人。”
谢琼说，随着农家乐生意火了起来，慕
名前来的游客也多了起来。客人们很
喜欢这里的土货，谢琼就联系周边村
民，把山货拿来卖给游客，增加收入。
曾经的贫苦户谢琼成了脱贫的带头人
之一，带着不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除了在乡村旅游上下功夫，彭水
县的扶贫还将目光聚集到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上。今年3月30日，彭水县苗
家刺绣线上直播教学课程正式开班，
第一批来自各乡镇的35名学员开始
在线学习苗家刺绣技术。直播的第一
节课，是由“彭水苗绣”非遗传承人李
绍玉向学员们讲解刺绣针法和刺绣图
案的处理技巧。

直播课程当天有35名学员在线
观看学习，在7天时间里，学员们通过
进入直播学习平台，不仅可以免费学
习苗家刺绣的技术，还能拿到定额的
务工补助补贴家用。在疫情期间，老
师将继续组织网上授课，疫情结束之
后将到各个乡、镇、村组织贫困学员和
爱好者进行苗绣技艺的培训。与此同

时，待培训结束后将发放半成品，让学
员完成成品制作，并有偿定点进行回
收产品，让他们居家就业、增加收入。

目前，彭水已经建立起了以苗家
手工刺绣为主的民族服饰、民族工艺
品研发、设计、生产、培训、服务、销售
于一体的民族文化龙头企业，其产品
已经进入武陵山区各大旅游市场，远
销上海、杭州、台湾，进入了阿联酋市
场。政府通过进一步扶持、帮助，充分
利用闲散劳动力，加大彭水独特文化
元素的注入，形成别具一格的规模、品
牌、文化效应，至少让2万个家庭增加
收入。

“利用乡村特色、文化特色，让文
化、旅游成为村民们的增收渠道。事
实证明，这条路子效果很好。”张泽勇
介绍说，近年来，彭水聚焦文化，实施
文化扶贫塑造乡风文明新风尚。大
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
育，加强文物古迹、传统村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等保护，开展“文明新风
进农家”、乡村文明评选等活动。
2019年，全县累计宣传宣讲800余场
次，送演出、流动文化进村等活动
4000余场，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县。

全县在因地制宜发展主导产业和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同时，加大
农文旅融合发展，深入推进旅游扶贫，
健全完善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长效
机制，持续夯实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后
劲，促进产业长远发展。

以人为本
“筑巢引凤”吸引人才进村

“柑橘种植要注意苗期管理，做好
病虫害防治。如果气温比较低，大量
水分蒸发不掉，会造成烂根。”3月18
日，农技专家张元贵在彭水县鹿角镇
乌江村3组指导农户栽种果苗，帮助
解决生产难题，助推该村柑橘产业发
展。当天，果农们正好在进行果苗移
栽，农民有的在打窝，有的在种树，看
到大家种植果苗的方法后，张元贵立
即叫停，并把大家召集起来，手把手地
指导大家移栽果苗。

乌江村集体经济2019年引进柑
橘苗进行规模化种植，已种植柑橘
240亩，由于缺乏有效的技术管理，柑
橘苗生长缓慢，部分柑橘苗出现叶片
泛黄的问题。鹿角镇政府及时邀请市
农科院果树种植专家到乌江村指导柑
橘种植难题。

现场，专家一边讲解一边示范，还
结合实际，就如何翻土、施肥、剪枝、防
病虫害等技术做了详细讲解。听取完
指导后，果农们纷纷利用现场所学动
手操练。乌江村村委会主任张洪平
说，这种理论结合实际操作的指导方
式非常有效，不仅能现场提问及时解
决困惑，还能有效地掌握技能。

另一头，龙塘乡黄金村驻村第一

书记罗成与驻村队员、农技专家陶水
福一道来到黄金村7组贫困户张洪礼
家，亲自指导蔬菜产业种植。张洪礼
家双亲年迈、疾病缠身，妻子无劳动能
力，孩子尚在襁褓之中，导致至今未能
脱贫。

为了能尽快使其脱贫，驻村工作
队员绞尽脑汁决定以蔬菜产业为其增
收脱贫，于是驻村工作队买来了蔬菜
种子、肥料，亲自指导他如何科学育
苗、施肥、垄垦、规范管理，希望他能成
为西瓜种植能手，进而稳定脱贫。

“按照以前的方法种庄稼一年也
没多少收入，按照专家教授的方法种
蔬菜，行情好的话可以挣20000元，加
上政府的补贴，一年的收入就有
25000元。”张洪礼说，自己平时在周
边打点零工，脱贫没有问题。

驻村干部、农业专家走进田间地
头，到贫困户身边手把手指导，是近年
来彭水县乡间地头最为常见的情景之
一。彭水县是重庆贫困程度最深的4
个区县之一。长期以来，全县296个
村、社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

“零”，很多是典型的“空壳村”。
如何破解彭水脱贫攻坚的难题？

彭水人给出的答案是：选优配强带头
人，助力脱贫攻坚战。他们知道，人才
是第一资源，也是脱贫攻坚的源头活
水。近年来，彭水在脱贫攻坚主战场，
用好致富能人，回引本土人才，选优配
强296个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让他们
在脱贫路上大显身手，发挥好“头雁”
效应。

目前，彭水有35名本土人才被选
拔为村干部，其中6人成长为村党组
织书记。这里村村派驻了第一书记，
全覆盖选派大学生村官，全覆盖培训
基层党组织书记，村级干部队伍能力
素质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得到更好发挥。

彭水县还实施了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工程、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培养“领
头雁”计划，持续开展雨露计划，扶持
企业在乡镇（村）发展一批扶贫车间，
注重引进外来人才、就地孵化本土人
才，推动资本、技术等资源流向乡村建
设。开展就业技能培训21期1328人
次，培育致富带头人300余人、新型职
业农民3900人。开发农村公益岗位
3756个，实现贫困劳动力就业6298
人，回引本土人才290人。

彭水人知道，要打赢脱贫攻坚战，
还需要引进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聚合
多方力量，推动资本、技术等资源流向
乡村。未来，彭水将继续坚持以“近悦
远来”为目标，注重“筑巢引凤”，注重
就地孵化本土人才，加强对农业生产
经营者的培训工作，大力培育新型职
业农民、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等。以
人才资源为支撑，发挥其谋思路、出点
子、筹资金等积极作用，激活贫困群众
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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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产业、文旅、人才一个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