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镜头镜头 “面子”“里子”全都有 郑应堂有了新房子

4月7日。奉节县平安乡天台村。
和煦的暖阳一扫连日的阴雨，把郑

应堂家门前的小花园，映衬出一派生机。
老人家拿起扫帚，仔细清扫着院坝

里的落叶。对于眼前的这一方小天地，
他有着说不出的珍惜。“从来没想过能
住上恁个好的环境，我要好好照顾哟！”
郑应堂说。

77岁的郑应堂中年丧偶，儿子长年

在外务工，他大半辈子都居住在一栋土
坯房里。年久失修，房屋早已破败不
堪，因为没有任何配套，连上个厕所都
要去邻居家借。

2018年，天台村2组启动实施集中
连片住房改造，郑应堂被纳入重点改造
对象。

屋内设置了厨房；屋后改建了厕

所；四处漏风的墙体，在改造中进行了
修缮加固；斑驳的外墙，被粉刷为传统
的灰白色，再加上坡屋顶、木门廊；就连
门前的泥巴地都实现了“变脸”，硬化了
路面，增设了花坛，为这个农家小院平
添了动人姿彩……

有“面子”更有“里子”。改厨、改厕、
改圈舍、改立面、改庭院——这一套“组
合拳”，让郑应堂的家换上全新的容颜。

为了这一套新农房 高耀恒跑了几十趟22镜头镜头“看嘛，这就是你的新家！欢迎回
家！”2020年春节，在外出务工数月后，
毛春平回到了奉节县青龙镇上庄村。
眼前的一栋新房，让她既欢喜，又陌
生。离乡时，她曾经什么都没有；而今，
拔地而起的新房，让她有了真正属于自
己的家。

毛春平的身旁，奉节县住房城乡建
委派驻平安乡的村镇住房工作推进组
组长高耀恒，显得兴奋异常。他像个主
人家似的，领着毛春平四处查看，房屋
的每处细节，他都能说出个门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耀恒确实算得
上这栋房子的另一个“主人”。

现年41岁的毛春平，此前一度带
着母亲和女儿，在外地租房居住。2018
年，因为身患重病，毛春平不但用尽了
多年积蓄，还欠下一身外债，无奈之下，
三人回到了离别数年的家乡上庄村。

村支两委对毛春平的“无家可归”
高度重视，不仅按程序为其评定了建卡

贫困户，还将毛家的住房保障问题，作
为了村里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的重点个案。

而这个重点个案的重要任务，就压
在高耀恒的身上。

与其他的危房改造不同，毛春平的
新房建设可以说是零基础，连起码的地
基都没有。高耀恒就从落实地基开始，
一点一点把毛春平的家从图纸变成了

现实。
多次对接确定好土地问题后，他又

频繁往返相关部门争取建房补助政
策。在房屋建设过程中，他更是全程跟
进，联系包工头、确定房屋结构、查看建
设进度、监督房屋质量……因为毛春平
在2019年外出务工，可以说整个房屋
从无到有，全是高耀恒跑了几十趟，一
手一脚地做了主。

“没花一分钱，没出一点力，我的这
个新家，全靠了高老师这个恩人呐！”毛
春平红着眼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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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安全有保障主要是让贫困人口不住危房！”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
上的殷殷嘱托。保障农村住房安全是国家脱贫攻坚重大
决定和重要部署，是一项重要的普惠政策和民生工程。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
安如山。”对老百姓而言，“安居”是“乐业”之本。于广大
农村困难群众来说，要“挪穷窝”“拔穷根”，首先要从根
本上改变他们的居住和生产生活条件，才能帮助其真正
摆脱贫困，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一起奔跑。

作为保障农村住房安全的行业主管部门，一年来，
市住房城乡建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聚力农村危房
改造，并配套实施农村旧房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
及重点区域的精准扶贫、对口帮扶等，成就了全市广大
农村地区的住房环境之变、生活方式之变、产业发展之
变，在脱贫攻坚中留下了住建行业坚实的足迹。

聚焦农村住房环境之变、生活方式之变、产业发展之变

市住房城乡建委 在脱贫攻坚中彰显作为

【农房·数据】

位于石柱县中益乡向家坝的启华农家乐 摄/李显彦

人居环境整治后的彭水县大垭乡唐家坝

奉节县平安乡天台村郑应堂的新家 摄/李显彦

帮扶花盛开 大垭幸福来
——市住建委扶贫集团倾情帮扶彭水县大垭乡脱贫攻坚

彭水县大垭乡，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2017年，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市住房城

乡建委成为定点帮扶大垭乡脱贫攻坚的市级牵头责任
部门。两年多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市住房城乡建委
扶贫集团23家成员单位聚力攻坚，实施了一批含金量
高、针对性强的政策和举措，派驻了一支坚强有力的脱
贫攻坚工作队，践行着“把大垭乡建设好、保护好、发展
好”的庄严承诺。

两年多来，一波波驻乡工作队队员在大垭乡泥泞
的道路上、劳作的田地间、热闹的院坝中，留下了数不
清的足迹和身影。驻乡工作队坚持吃、住、干在乡村，
走村入户、召开院坝会、发放调查问卷、分析研究，找准
了大垭乡水、电、路、讯、房等基础设施短板较多、公共
服务供给不足、产业发展效益低、内生动力相对不足等
贫根。

市住房城乡建委根据找出的问题“对症下药”，统
筹集团资源，形成攻坚合力，为大垭乡量身定制了69项
精准帮扶措施，并结下累累硕果。仅2018-2019年，就
为大垭乡筹集扶贫资金3520万元，“一对一”帮扶贫困
户50户。

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打造出2个“大美乡村
市级示范片”和4个“美丽宜居村庄项目”。结合农房及
院落风貌整治、污水治理和环境整治等工作，累计开工
项目85个，完成投资1.1亿元。

按照“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模式，引导农
民发展高山蔬菜、辣椒、刺竹、丑柑、中药材等共6000
亩，养殖中蜂2000群、肉牛600头、生猪900头，新成立
野猪、肉牛、中蜂、冷水鱼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8家……

市住房城乡建委扶贫集团还不定期在大垭乡召开
消费扶贫对接会，促进成员单位与当地合作社签订采
购协议，一年多来，已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50多万元，带
动近90户贫困户增收。从田间地头，到城市餐桌，一条
消费纽带不仅延展着扶贫触角，也串联起大垭乡与扶
贫集团深厚的缘分。

“给我们乡头修得恁个好，还帮我们把山货卖到城
里，我们还有啥子理由不使劲儿呢！”村民们质朴的话
语，流露出对市住房城乡建委扶贫集团工作的赞许。

在对口帮扶工作中，市住房城乡建委还有一项“胆
大心细”的创新举措——跳出行业局限，将眼光放在了
山东省的优势领域——农牧产业，利用扶贫协作渠道
的“多元”，实现对口帮扶的“多效”。目前，已通过山东
省住建厅协调潍坊市农业部门、恒蔬无疆农业、康益养
殖等单位专家，针对彭水县地理条件、气候特点研究了
产业提档升级的思路，后期还拟参照贵州省毕节大棚
发展模式对大垭乡既有大棚进行改造，并将组织该乡
致富带头人前往寿光接受发展蔬菜大棚产业的系统培
训，以促进产业落地、农户增收。

精准施策
贫困农户实现安居梦想

农村危房改造是针对住房存在危险
的农村困难群众实施的一项民生工程。

如何确保这项工程精准落实，不漏
一户？市住房城乡建委主要领导亲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协助抓、
成员单位共同抓。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委领导分片督导制度，对建档立卡贫困
户危房数量100户以上的10个区县实
行一月一督导，对100户以下的20个区
县不定期进行重点指导。

与此同时，组织区县对存量危房开
展了全覆盖调查、拉网式摸排，通过大
数据信息比对，精准锁定对象，做到逐
户摸排、因户施策、逐户对账。

危房改造，如何既改“危”，又提
质？利用行业优势，加强技术指导，我
市相继编印了62套图集进行推广。新
的房屋不仅有效提升了质量安全水平，
还体现了浓郁的巴渝新传统民居特
色。并组织开展了百余次“专家进村
镇”活动，通过实地指导、开展培训等，
帮助各区县提高农村危房改造施工管
理水平。

在改造过程中，重庆市纪委监委驻
市住房城乡建委纪检监察组认真履行
监督专责，打好完善制度、堵塞漏洞、警
示教育组合拳，深入彭水县等20余个
区县开展3轮专项督查，下沉一级开展

“以案四说”警示教育9场次。针对改造
对象认定、危房鉴定、资金管理等内容
提出明确要求，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深
化标本兼治，推动实现农村危房改造监
管工作闭环管理。

联动效益
住房之变成就乡村质变

农房改造不是简单的排危加固，还
实现了系统带动，既解决了农房的建筑
质量和安全问题，也促进了农村产业发
展，带来农村面貌的根本质变。

首先，通过拆除重建、维修加固等方
式改造农村危房，帮助贫困农村群众解
决了基本居住安全，实现了“住有所
居”。同时，通过集中搬迁，统一规划建
设农民新村，完善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配套，有效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

其次，改变了农村面貌。我市将危
房改造与新农村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

“软硬兼顾”，同步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大力实施庭院美化和环
境治理，广大群众告别了“路难行、水难
喝、味难闻”的日子，“做饭不用柴、喝水
不用抬”成为了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各地把农村危房改
造与现代农业发展相结合，以“拆除重
建农村危房+建设农民新村+打造现代
农业示范区”为模式，构建新型村落，实
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危房改
造了，有条件的农民纷纷办起农家乐，
开起小饭店，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乡
亲增收。

久久为功
“成片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是一个相对
概念，消除相对贫困也是一个长期过程。

如何实现长效常态，确保久久为
功？在广大农村，市住房城乡建委实施
的，绝不只是危房改造那么简单。

在不少贫困地区，存在着这样一个
群体——边缘户。他们介于贫困户和非
贫困户之间，针对贫困户的改造政策，他
们无法享受。但本身的经济条件，又让

他们没有余力改善生活和生产。
针对这部分人群，住建委选择了农

村旧房整治提升这条路。遵循“缺什么
补什么”的原则，重点整治庭院、墙面、
屋顶、门窗、厕所，着力完善居住功能和
提升建筑风貌，巩固“边缘户”不至成为
贫困户。

生活环境改善了，还要改变生活习
惯。通过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便铺陈开来。如果说危旧房
改造是针对贫困群众一家一户的扶助
工程，那么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则是“成
片制”帮扶。

近年来，市住房城乡建委指导深度
贫困乡镇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
理，强化村庄公共空间整治，突出抓好

“净化、绿化、亮化、美化、文化”等，建成
大美乡村市级示范片。先后向贫困地
区支持项目资金共计3.365亿元，建成
242个美丽宜居村庄、453个绿色示范
村庄、21个大美乡村（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市级示范片。

此外，还有小城镇建设、传统村落
保护利用、乡镇污水管网建设等。一套

“组合拳”绘出了农村天地的大美图景，
成就了脱贫致富的崭新风貌。

农村危房改造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以一个个小乡村为视角，不仅可以验证我市农村危房改造的现
实成就，更可以看到众多村民脱贫致富的生动故事，体会偏远贫困山区的可喜质变。

土黄色的楼房依次排列，光滑的
青石板路延伸到各家各户，自然古朴
的凉亭穿插其间，用废弃碾盘、猪槽等
传统农具做成的花盆零星点缀……在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坪坝村向家
坝，一幕幕尽显乡村风情的田园美景，
让人目不暇接。

建档立卡贫困户谭启华一家搬到
这里，已经3年了。“开始只是想着，住
房环境改善了，一家人住上安全房子
就满足了，没想到，如今这新房子还给
我们带来了新商机。”谭启华说。

谭启华说的商机，源自一年多前，
当地住房城乡建委在向家坝开展的C
级危房改造、旧房整治提升和传统村

落保护发展工作。统一的青瓦、栏杆、
窗户、横梁，具有民族风格的土家吊脚
楼，一个个“家家有花、户户有画”的土
家特色院落，让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
乡村破茧而出。

环境美了，前来参观的游客多了，
向家坝的居民们纷纷办起了农家乐，
谭启华家也坐不住了。2019年，启华
农家乐开门纳客。如今，在市住房城
乡建委组织的驻村专家指导下，谭启
华在原来解决基本安全住房的基础
上，打造出具有当地民族风格的房间
作为民宿供游客居住。“这么有特色的

房子，交通又便利，肯定会有大量游客
来旅游。”对于吃上旅游饭，谭启华信
心十足。他憧憬着，等农家乐发展起
来，再也不外出打工，家门口就能增加
收入。

事实说明，无论是解决基本住房
安全，还是旧房整治提升和传统村落
整体保护，环境的改变是引导农户发
展乡村旅游、走向新生活的重要助
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脱
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
的起点——向家坝村民如今正站在新
生活的起点上。

【农房·故事】

●2019年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重点对象住房安全等级鉴定84.8万户

●近年来先后实施了98.6万户
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

●完成农村旧房整治提升 16.6万户
●创建评比美丽庭院3.07万个

王萃 王静
图片除署名外

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