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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2月下旬就该收了，但疫情一
来，原来联系的销路全断了，当时我和很
多村民急得睡不着觉！”近日，彭水苗族
土家族自治县黄家镇白沙河村村支书黄
其明告诉记者。

白沙河村毗邻贵州省务川县，过去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缺乏支柱产业，全
村有94户贫困户。去年整村脱贫，但其
中不少农户的根基“很不牢靠”。

去年下半年，村里发展萝卜产业，并
承诺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以每公斤
1.2元的保底价收购，销售给县内中小学

食堂和部分批发市场。全村的萝卜种植
面积达到120亩，91户种植户中有76户
是贫困户。

60岁的庹汉超也种了两亩。他上
有八旬老母，下有瘫痪的儿子。利用冬
闲地种萝卜卖，对这个家庭来说算是笔
额外收入。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种植
户忐忑：原来的销路全成了“断头路”，马
上进入收获季的300吨萝卜找不到买
主。不断有村民找村干部打探萝卜的销
路。

黄其明找到镇党委书记王迎春。王
迎春第二天到现场，把种植照片和产量
等情况向县商务局反映。几天后，县商
务局就白沙河村的萝卜销售召开座谈
会，县内几大超市与村里签下二十多吨
的订单；复工的保障性企业食堂也订购
了十多吨。由县里牵线，黄其明到对口
支援的相关市级部门和单位推销，四五
十吨萝卜有了买家。

3月初，在县委统战部、工商联等部
门牵头下，重庆海领实业出资收购100
吨萝卜捐赠给湖北孝感；3月中旬，部分

批发商陆续进村里收购，上百吨萝卜在
即将下市时找到了“婆家”。

“萝卜卖出去，心就落回肚子里了。”
三社的刘朝武，把卖萝卜收入的1000多
元换了两头猪仔回来。“这次那么难都过
来了，今后萝卜可以大胆种！”

为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鲜活农产
品的销售影响，彭水县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既避免
贫困户因疫期产业发展受挫而返贫，
也为未来脱贫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打
下基础。

300吨萝卜找到“婆家”彭水白沙河村

□本报记者 罗芸

今年33岁的伍东，回到
城口县周溪乡凉风村当村支
书已有4年。

这位放弃了原在湖南年
收入10多万的年轻人，带领
村里干部群众齐心苦干、巧
干，去年全村整村脱贫，贫困
发生率由2016年的39.9%下
降至去年底的0.68%。

“当村干部的经历，让我
认识到‘两不愁三保障’既是

脱贫的根基，更是防止返贫的‘防火墙’。”伍东说，通过改
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才能增强他们自身的“造血”机能，避
免稍有“风吹雨淋”就返贫。目前，凉风村已基本解决饮
水、房屋安全等问题，公路、通户路仍在不断完善。

凉风村幅员面积20平方公里，到一些边远吊远户要
走两三个小时。伍东说：“作为村干部，不论多远也必须
经常走访，实现‘拉网式排查’和动态监测，及时采取措
施，将一些返贫的因素及时清除。”

“党和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脱贫、防止返贫机制，我们
基层干部就是要把这些政策落实到符合条件的群众身
上，防止他们返贫。”伍东说。刚脱贫的村民匡定贵有病
不愿就医，原因是怕花太多钱，拖累儿女。经检查，老匡
患有肾病。通过落实医保、大病救助、民政临时救助等政
策，老匡自己只花了7000多元，在他经济承受范围内。

伍东告诉记者，目前村里实行了镇、村干部结对帮扶
贫困户和边缘户，下一步，他打算在村里推行内部的“一
对一”帮扶，让党员和致富能力强的农户对接帮扶贫困户
和边缘。“同在一个村，经常走动，既能营造良好的氛围，
又能让贫困户和临界户有了新的追赶目标。”伍东说，利
用这种方式，让更多贫困户和带动能力强的农户携手，大
家在小康路上一起奔跑。

城口县周溪乡凉风村党支部书记伍东：

“一对一”帮扶奔小康

上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车田
乡清明村村医付鹏，背着医药箱又来到
付方友家：给付方友的妻子刘金秀测血
糖，查看付方友右背的软组织炎症痊愈
情况，了解患有精神类疾病的付母状
态。

“都还不错，但是要注意吃药维持。”
付鹏嘱咐道。

一家6口，3个病号外加3个学生
——付方友家能脱贫，实属不易。

“这就像一驾车，前面拉车的力气
小，后面还拖了一坨磐石。”今年48岁的
付方友比喻，“如果不是政府政策推一
把，我们只能就地打旋了。”

2013年，由于妻子、母亲都患病，在
广东务工的付方友决定留下来照顾家
庭。种玉米、水稻、黄豆，养猪、养鸡……
他干得样样好。

2015年秋收后，付方友觉得背部疼
痛，经检查是软组织严重发炎。2016年
在县医院做了手术，医保报销了4000多
元。但此后付方友成了半个劳动力，付
家于第二年被纳入贫困户。

“如果是以前，这样的家庭可能就垮
了。”车田乡宣传委员鞠照说，必须给他
们的负担做“减法”。

付家大女儿18岁，在中职院校学
计算机。“不用交学费，每学期政府还

倒拿 2500 元的生活费。”付方友的妻
子刘金秀笑道，“哪里会想到还有这种
好事！”

两个读初中的女儿，义务教育阶段
免学费，每学期还各有625元的寄宿生
生活补助、免费的营养午餐，家里加点生
活费也能过得去。

“磐石”重量轻了，要向前进还得做
“加法”。

“现在的扶贫政策相当不错，但自己
也要努力。”付方友拿出自己的账本算给
记者听：流转出去18亩地种油茶、茶叶、
吊瓜，每年租金收入有3400多元；自己
又到油茶基地务工，每天工钱100元，一

般每月至少能干15天，月收入1500元
以上；去年喂4头猪，卖出去3头，收入
一万多元。

“自己主动干，脱贫算比较容易。”付
方友放下账本说，下一步他计划把家里

“三朵金花”的教育供完，再发展点产业，
比如申请包两亩油茶幼树林，林下种植
花生、黄豆增加收入。

据统计，酉阳因病致贫的农户有
512 户 ，占 全 县 贫 困 户 总 户 数 的
58.9%。近年来，该县不断加大健康扶
贫力度，斩断由“病根”引发的“穷根”。
与此同时，加大对这些因病致贫家庭的
帮扶，确保他们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加减法”防止因病致贫酉阳清明村

“像我这种家庭，不靠打工根本撑不
住！”现在山东临沂一家工地打工的华久
保感慨。

华久保是城口县周溪乡大榜村村
民。十年前，他从海拔2500米的凉风村
搬到海拔600米的大榜村。但由于人均
耕地少，想通过务农养活一家六口很困
难：父母都有慢性病，两个孩子分别读高
中和大学，每年务工收入三万多元，收支
相抵，几乎没剩的。

去年，华久保的母亲患癌去世，给家
人留下的除了悲伤，还有两万多元外债。

“这家人勉强站上脱贫线，有啥增收
机会必须优先考虑他们。”驻村工作队队
长陈松说。

今年正月结束，华久保夫妇本应外
出务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他们却
没啥务工机会。

3月1日中午，华久保正在心不在焉
地扒着午饭，村支书王全周登门：“老华，

有个在山东打工的机会，看你去不？有
包车送，是直达！”

之前几天，有家市外电子企业招人，
也是王全周和村主任朱夫俊陪着来的。
两名村干部了解详情后，帮华久保估算
了收支账，发现老华做费眼力的工作动
作慢，建议他放弃。

这次由县就业局牵头的山东对口支
援务工岗位中，有建筑小工，每天工资
250元，比城口本地高出100元。3月6

日，两口子坐上了去山东的包车。
“这里基本每天都有活路做，工资也

不拖欠，蛮有保障的。”华久保很满意。
“出门打工是贫困户减贫最有效的

手段。”城口县就业局负责人介绍，为克
服新冠肺炎疫情给贫困户、“边缘户”带
来的影响，今年通过劳务经纪人联系、与
对口支援省市对接等方式，该县贫困人
口由定点输出和就地务工两种形式实现
了充分就业。

务工机会优先“边缘户”城口大榜村

健全6大机制 重庆筑起返贫“防火墙”

我市18个贫困区县全部如期脱贫摘帽。这只是我市脱贫攻坚的重要节
点，但远远不是终点。

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同样重要。我市紧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

贫监测户、边缘户，对返贫致贫趋势进行预警和提前干预，在风险来临
时及时落实政策，加强事后帮扶，通过健全完善 6 大机制构筑起返贫
“防火墙”。

帮扶贫困户长效增收

我市将对脱贫户新产生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及产业、

就业、培训等帮扶需求，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及时落实
帮扶措施。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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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提升工程

我市将深入实施贫困村提升工程，对已出列但仍存在

短板和弱项的贫困村，以及发展相对滞后的非贫困村，加
大资金和项目倾斜支持力度，增强发展能力。

到2022年底，基本消

除农村集体经济“空壳

村”，30%以上的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年经营收

入超过5万元。

到 2020 年底前，具备

条件的村民小组实现公路

通达率100%、通畅率80%，

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客运通

车率达到 100%；农村集中

供水率达到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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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全完善防止返贫6大机制

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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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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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扶贫项目

运管机制

社会力量

帮扶机制
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

衔接机制

我市还将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加强2020

年后解决相对贫困的目标任务、扶贫标准、政策措施等研究，

出台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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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今年2月，随着我市最后4个贫困

县“摘帽”，全市18个贫困区县宣告全部
如期脱贫摘帽。

“这是我市脱贫攻坚的重要节点，但

远远不是终点。”市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同样重要”。
我市紧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监测

户、边缘户，对返贫致贫趋势进行预警和
提前干预，在风险来临时及时落实政策，
加强事后帮扶，构筑起返贫“防火墙”。

记者 万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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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义务教育保障为例，

我市将继续改善贫困地区的

办学条件，强化控辍保学，精准落实

资助政策，确保已脱贫和未脱贫家庭子

女全覆盖持续享受教育保障政策，确

保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

儿童、少年除身体

原因不具备学习条

件 外 不 失 学 辍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