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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作气顽强作战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重庆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综述

□本报评论员

“脱贫攻坚是我心里最牵挂的一件
大事。”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不辞舟车
劳顿、不畏山高路险，深入石柱土家族
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实地考察脱贫攻
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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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来，全市上下紧紧围绕把总书记殷
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这条主
线，把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作
为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落实“精准要
求”，下足“绣花功夫”，尽锐出战，合力
攻坚，不断啃下硬骨头，脱贫攻坚战取
得决定性进展。

回首这一年，我们心潮澎湃，豪情
满怀。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坚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在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入
学、深入浅出讲、知行合一做，做到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实干苦干巧干，精准识
别、精准施策、精准对标，下足绣花功
夫，提升脱贫成色，交出一份经得起历
史检验的成绩单。

“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
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这一年，全市
上下坚持把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性战
役、底线性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优化政

策供给、严格政策标准、细化攻击点位、
逐项逐户对账销号，及时全面清零动态
排查发现的问题点。通过一年的努力，
让每一个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的孩
子有学上、上得起学；让所有贫困人口
都有地方看病、有医生看病、看得起病，
住得安全、住得舒适，有水喝、喝上放心
水。

实干是最好的动员，落实是无声
的召唤。一年来，全市上下深入扎实做
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坚持聚焦重点区
域、特殊人群、薄弱环节，咬定目标、一
鼓作气，以更大的力度、更精准的举措、

更务实的作风，全力以赴推动脱贫攻坚
走深走实。聚焦深度贫困，持续攻克坚
中之坚；强化问题导向，推动问题真改
实改；狠抓关键举措，有力提升脱贫质
量；落实“四个不摘”，巩固拓展脱贫成
果。目前，全市 18 个（国家级 14 个）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全部脱贫摘帽，
1918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脱贫攻坚
带来的变化、取得的成效前所未有，让
老百姓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获得感。

下足绣花功夫，提升脱贫成色，关
键在人，关键在干部。在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过程中，全市上下把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
程，在抓党建促脱贫上展现良好的工
作作风，反对形式主义，杜绝“数字脱
贫”，对不严不实、弄虚作假的行为严
肃问责。广大干部在作风上务实过
硬，履职尽责不辱使命，既不擅自拔高
标准、吊高胃口，也不为了赶进度降低
标准，而是牢牢坚持底线思维，推动目
标实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全
市统筹做好“战疫”“战贫”，5800 支驻
乡驻村工作队成为“防疫”“战疫”的主
力军，依托坚实的脱贫攻坚帮扶体系，
及时有效推进复工复产，把疫情影响

降到最低。
用汗水浇灌硕果，以实绩标注担

当。脱贫攻坚战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
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
不能放松。切实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
展，这是奋斗的新起点。离兑现脱贫攻
坚承诺还剩下200天的时间，倒计时开
始了，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在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保持决战决胜态势，加快补齐短板，
深入落实“四个不摘”，多措并举巩固成
果，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旺盛
的干劲，向着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
续奋进，不断谱写新时代重庆发展的新
篇章。

下足绣花功夫 提升脱贫成色

（上接1版）

聚焦精准：目标不变靶心
不散，尽锐出战合力攻坚

一年来，我市牢记嘱托，把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作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基础性战役、底线性任务和标志
性指标，高位推动。市委书记陈敏尔、
市长唐良智亲力亲为、以上率下，定向
部署，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两不愁三保
障”工作。

2019年5月，市委召开五届六次全
会，出台155条工作措施，把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工作思路、具体抓手
和脱贫成果。

同年7月，重庆在石柱县召开所有
市领导参加的脱贫攻坚现场会议，重点
研究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重庆通过定标施策、定向发力、定
点消除、定网监测、定责问效等措施,逐
户逐项对账销号，扎实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其中，“两不愁”重点
是发展长效扶贫产业，完善产业发展与
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就业转移，
开展消费扶贫，稳定增加收入；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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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落
实资助资金、构建“七道保障线”、动态
消除贫困户C级D级危房等措施，至
2019年底，全市5155个“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全部销号，贫困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同期，另一场提质量、强弱项的战
役也在进行。去年2月以来，我市以脱
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为抓手，以问题为
导向，精准施策、对症下药，高质量完成
巡视整改目标任务。

“这样的补短板非常关键。”市扶贫
办主任刘贵忠说，一方面，到2020年现
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
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另
一方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依然艰
巨，通过扎实细致的工作，“两不愁三保
障”的薄弱环节被补齐，为全市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基础。

2017年7月以来，我市按照中央确
定的时间节点，科学合理调整进度时
序，提出到2017年底，3个区县整体脱
贫摘帽；2018年底，2个县整体脱贫摘
帽；2019年底，4个县整体脱贫摘帽；到
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贫困村全部脱贫，贫困区县全部摘
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这样一来，重庆脱贫攻坚拉出的满
弓更加精准地瞄准了靶心。谁来拉弓？
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
大扶贫格局，构建一张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网络。

压实责任：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
长”，22位市领导定点包干18个深度贫
困乡镇及所在区县，压实压紧责任。与
此同时，层层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状，
实行严格责任制，“五级书记”抓扶贫，
把责任扛在肩上，把担当放在心上。

东西协作：自2010年鲁渝结成东
西部扶贫对子以来，双方在资金援建、
项目引导、人才交流、劳务协作等方面

“多点开花”，为助推贫困地区的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还
是山东的专家们有办法！”春分时节，刚
组织群众把山东烟台运来的4.8万株大
樱桃树苗栽下去后，巫山县两坪乡副乡
长李湘萍感慨万千：“有各级党委政府
的关心，有社会各界的支持，还有千里
之外的山东‘兄弟’帮衬，再加上自身的
努力，一定能让这场脱贫攻坚战迎来漂
亮收官。”

定点帮扶：9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

14个贫困区县，通过直接投入、协调引
资，进一步助推我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

集团帮扶：18个扶贫集团、437个
成员单位对口帮扶18个贫困区县，利
用自身资源为对口区县提供帮助。

结对帮扶：市内18个条件较好的
区县结对帮扶14个国家级贫困区县，
建立协作机制，整合资源要素，协同发
挥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促进要素资源
互联互通和协调发展。

一系列安排部署，不断凝聚起脱贫
攻坚的磅礴之力。

深度发力：下足绣花功夫，
奋力拔掉“穷根”

脱贫攻坚最显著的特征是精准。
我市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
策，因贫困类型施策，精细实施“六个精
准”“五个一批”举措，变“大水漫灌”为

“精准滴灌”，集中精力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

市级部门协同作战，建设扶贫大数
据管理平台，建档立卡、分类施策、定期
通报；区县党委政府牵头抓总、整体谋
划、统筹协调，切实扛起主体责任；驻村
工作队和第一书记不间断访贫问苦，

“进户看院子、抬眼看房子，伸手开管
子、进门开柜子，走近问身子、坐下问孩
子”——正如奉节县委书记杨树海在走
访过程中摸索出的经验一样，重庆通过
这样的摸排环节，做到底数清、问题明，
不留锅底。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两不愁
三保障”既关系贫困群众的温饱需求，
又涉及部分发展需求。我市多途径实
施就业扶贫、健康扶贫、消费扶贫、资产
收益扶贫，聚焦解决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住房安全、饮水安全保障等薄弱环

节，有效攻克薄弱环节。
因病致贫是贫困群众脱贫道路上

的一大“拦路虎”。为此，重庆加大财政
投入，建立以基本医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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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一人失能，全家被困”的普遍
难题，重庆探索集中供养、居家康养等
途径，为贫困家庭劳动力“减负”“松
绑”。“政府兜底保障、释放劳动能力、助
推脱贫攻坚”的做法，得到了国家层面
的充分肯定。

集大山大水和多元文化于一体，是
重庆贫困地区的独特优势。我市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扶贫，通过资源带动、市
场带动、股权带动，既“还自然以宁静、
和谐、美丽”，又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初步形成“生态好、旅游活、
民受益、村振兴”的良好局面。

深度贫困乡镇是难啃的“硬骨头”，
重庆加强统筹整合，让资金与资源向深
度贫困乡镇倾斜。截至2020年3月13
日，18个深度贫困乡镇累计完成投资
75.11亿元，开工项目2141个，已完工
1912个，落后面貌大大改善。

……
找准“穷根”，对症下药——在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指引下，重庆
脱贫攻坚从“大水漫灌”到“精确滴灌”，
推动贫困地区面貌日新月异，贫困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崭新答卷：贫困县全摘帽，
贫困村全出列

种种扎实到位的举措，让全市书写
了脱贫攻坚的崭新答卷：今年2月，随着

我市最后4个贫困县摘帽，全市18个
贫困区县已全部如期脱贫摘帽，动态
识别的185.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
脱贫182.6 万，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
的7.1%降至0.12%，为确保2020年高
质量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奠定了坚
实基础。

“养儿养女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
遭。”这不仅是一句流传的俗语，而是真
真切切的生活。过去，由于地处崇山峻
岭之中，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经济欠发
达，重庆贫困山区基础设施欠账严重，
大多数山区群众代代受穷。如今，随着
脱贫攻坚的进展，当地基础设施大幅完
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百姓生活蒸蒸
日上。

今年1月11日15点57分，首趟长
沙至黔江动车D3895次抵达黔江站，这
标志着黔江正式进入高铁时代。黔张
常铁路的开通，极大地改善了黔江及武
陵山地区交通出行条件，对加快当地旅
游、经济社会发展，推进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都会产生积极作用。

酉阳是重庆最后摘帽的4个县之
一，贫困程度亦是最深之一，该县深度
贫困乡镇浪坪乡无疑是坚中之坚。近
年来，浪坪乡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山地
高效特色农业提档升级，建成辣椒基地
4000亩、茶叶基地1250亩、青花椒基地
1200 亩，贫困发生率从 21.55%降至
1.05%。

仲春时节，记者走进石柱县中益乡
华溪村。一年来，华溪村油化硬化公路
9.4公里，建设人行便道10.8公里、旅游
步道12.1公里，全面实现“组组通公路”
和“户户通便道”。交通畅通后，群众们
笑着说：“再也不怕走路滑倒了，再也不
担心水果蔬菜运不出去烂在地里了。”

去年，云阳县的贫困户肾病患者李

先贵治疗出院时，一张数字清晰、罗列
详细的就诊费用结算单就生成了。这
上面显示，老李住院花费近6000元，各
类保障待遇报销了5400多元，自付不
到600元。老李感叹，健康扶贫政策为
他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在城口县沿河乡，贫困户邓信发搞
竹笋加工赚了钱，脱贫后开始加工豆腐
干、洋芋片，还生产食用菌；住在高山上
的刘尚循告别了大山里的土窝窝，搬进
了梦寐以求的新楼房；村民刘尚香把外
出打工的丈夫“吼”回来，发展花菇种
植，一年收入四五万……

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和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不少贫困村人居环
境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巍巍武陵到悠
悠秦巴，春光明媚，阳光普照，云雾缭
绕的山村里，绿叶繁花展春色，杏花、桃
花等相继开放，美丽乡村内处处皆美
景，一切景物都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
的景象。

负担轻了，日子稳了，这是各项到
户到人政策落到实处后的显著变化，是
贫困群众的切身感受。

一鼓作气：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奋力实现全面小康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
经意间成了重庆脱贫攻坚成效的“摸底
考”。疫情之下，重庆依托脱贫攻坚帮
扶体系，统筹“战疫”与“战贫”。

防控一线是检验初心使命的试金
石，对许多扶贫干部而言，从脱贫攻坚
一线到疫情防控一线，群众需要就是前
进方向。脱贫攻坚工作队转身就变成
了疫情防控工作队，党员干部站到了第
一线。

大年初一的早上，本已回家过年的
奉节县太和土家族乡高桥村第一书记

朱星光，匆匆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独
自一人踏上了回村的道路，“不能让刚
摆脱贫困的村民们又被疫情击倒。”他
这样说道。

无独有偶。预感到疫情形势严峻，
本已返回垫江老家的南川区大有镇指
姆村第一书记陈欣，在大年初二就返回
了指姆村，投入到疫情防控的摸排第一
线。

“有队伍、有体系、有经验。”市扶贫
办相关负责人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农村是薄弱环节，刚好广大扶贫干
部在一线，熟悉情况、最有经验，又与人
民群众长期接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利
于很快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去。

2月9日，市扶贫办发布23条措施，
疫情期间将抓好临时救助、促进就业等
工作，力争做到“战疫”和“战贫”两不
误。这些工作安排条条是干货，针对性
极强：按照低保2倍标准，为确诊贫困患
者每人每月发放临时救助金880元，并
按每人每天100元标准给予住院保险
赔付；把患者作为动态监测重点对象；
符合建档立卡标准的及时作为返贫人
口给予重点帮扶……

贴心的关怀，让贫困群众有真切的
感受。“要不是党的政策好，这段时间真
不知道怎么过。”3月12日，收到880元
救助金后，奉节县安坪镇广营村贫困户
姜某感动万分。今年2月，姜某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虽经全力救治后康复出
院，但失去了经济来源，这笔救助金就
像“及时雨”，解了燃眉之急。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恢复生产成
为当务之急。我市出台一揽子政策，全
力做好促进就业、帮助涉贫企业复工复
产等工作，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綦江区新盛
街道，党员干部们主动当起了代购，帮
助村民采买各种农资，为抢抓农时做好
准备。

在黔江区金溪镇，收到政府协调的
防护物资、原材料后，一家生产被服产
品的扶贫车间正式复产，“我们是计件
工资，复工了收入才能有保障，心里才
踏实。”生产线上，贫困户曾晓林告诉记
者。

劳务大区开州春节前返乡农民工
达38.2 万人、返乡贫困劳动力4万余
人。春节后，该区交通和就业部门合作
开行农民工返岗专车、“点对点”包车，
引导安全、有序、错峰出行，截至目前，
农民工已基本实现全员返岗；而铜梁区
的做法则是“把老乡留在老家”，让出不
去的老乡们就在当地安排就业。

眼下，重庆还剩下2.44万贫困群
众，这是脱贫攻坚最后待啃下的“硬骨
头”。前路绝非坦途，距离2020年完成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只有200多天时间，
远没到喘口气、歇歇脚的时候，正是发
起决战、进行总攻的时候。

更进一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着力点，在
稳定脱贫质量、防止返贫的基础上，做
好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振兴工作，进
而推动重庆贫困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7月16日,重
庆市脱贫攻坚现场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在
18个深度贫困乡镇开展试点,探索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机制和
方式。

春潮澎湃风正劲，扬帆远航正当
时。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一定会
迸发出更加磅礴的力量，打赢这场输不
起、等不得、没退路的硬仗，实现全面小
康的美好图景！

3月20日，丰都县三建乡夜力坪村产业扶贫示范基地，700余亩油菜花次第开放，美不胜收。三建乡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近年来，夜力坪村50余户村民在
扶贫工作队指导下，以土地入股的形式，根据季节“抱团”发展西瓜、萝卜、油菜等周期短、见效快、风险小的产业项目，推动农村“三变”改革，促进稳定增收。

通讯员 熊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