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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

特别策划

最美人间四月天，巴渝大地春意暖。走进石柱，虽已是仲春，但在
中益乡草木却才刚刚发芽，大大小小的白色拱棚和错落有致的土家民
居构成了这里最美的景色，“村游”胜景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而在华溪
村，规划有序的黄精种植地里，新枝嫩苗有力舒展，预示着新一年增收
致富的萌发。

历史，总是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上更让人铭记和难忘。
和这个春天一样，和中益乡百姓一样，3000多万巴渝儿女永远不会

忘记，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益乡的学校、农户，看望老党员，深入
田间农舍，细察民生福祉，处处体现了对重庆人民的深切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指出脱贫攻坚

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对扶贫工作提出总体要求和任务，指明了今后发展大方向和大格局，为
重庆扶贫工作把握大局、抓好重点、继续前进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年砥砺奋进，全市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和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为行动指
南，认真谱写决胜脱贫攻坚重庆篇章。

一年春华秋实。石柱中益乡脱贫攻坚示范带动全面铺开、“两不愁
三保障”全面推进、专项巡视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四个不摘”全面落实、
党建促脱贫全面强化……巴渝大地的变化令人振奋，一个决胜攻坚的重
庆正在精彩起步，一份沉甸甸的时代答卷在奋笔书写。

春风徐来满目新 不负韶光万里程
重庆奋力书写高质量脱贫攻坚时代答卷

把握新遵循，找准新靶向
这份“重庆答卷”对标讲话精神——书写忠诚
看齐的政治自觉

一份牵挂，寄望殷殷，总书记为重庆指引前行之路。
一年来，重庆坚持把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作为最重要和最

紧迫的任务，把深度贫困地区攻坚作为重要抓手，把防止返贫成果摆在
更加重要位置，把抓党建促脱贫和作风建设作为重要保障，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来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提前谋划、精准施策、压实责
任、真抓实干。

2019年4月25日，市委召开理论中心组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总书
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扎实做好打好脱贫攻坚战，更加有效地做好重庆各项
工作，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深入学讲话，坚定讲政治。重庆还制定了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的实施方案，成立了市、区县宣讲团，分别
开展集中宣讲172场次12430场次，基层微宣讲2.39万场次，分级分类
培训党员干部17.8万人次，确保讲话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确保各项
要求在巴渝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这是一个统一思想，把握新遵循的过程——
重庆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和在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按照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重要要求，谱写好重庆高质量脱贫新篇章。

这是一个明晰思路，找准新靶向的过程——
重庆要准确把握脱贫攻坚形势，保持决战决胜状态，尽锐出战、顽强

作战、越战越勇，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要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坚持现行脱贫标准，既不拔高，也不降低，在普遍实现“两不愁”基
础上，重点攻克“三保障”面临的最后壁垒，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
验；要深入抓好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注重分类施策、标本兼治，统筹推进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脱贫攻坚成效年终考核反馈问题整改
工作……

学之愈深，知之愈明，行之愈笃。一个脱贫攻坚更有质量、更有效
率、更可持续的重庆，清晰可见，跃然于巴渝大地。

谋划新实招,着眼新变化
这份“重庆答卷”紧扣突出问题——书写一心
为民的公仆情怀

“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
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总的来看，‘两不愁’
基本解决了，‘三保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各地区各部门要拿出过
硬举措和办法，确保如期完成任务。”……“两不愁三保障”关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底色，这一直是总书记最牵挂的事儿。

殷殷嘱托，句句入心。重庆始终把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放
在首位，精准施策，定向发力，提出坚持目标标准，全面补齐短板，实现突
出问题动态清零的总思路，确定“三保障”及饮水安全主线，推动问题全
面销号。

这一年来，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落地生根，转化为我市精准落实政策
措施的铿锵行动，系列新实招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巨大新变化——

保证“机制创新”的拉力，我市构建了“1+N”联控联保责任体系，精

准实施贫困学生资助，开发重庆籍建卡大学生学费资助管理系统、高校
大学生资助统发管理系统、中小幼学段学生资助跟踪管理系统，建立特
殊困难群体学生数据库，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落实资助资金。

释放“资金保障”的潜力，我市投入资金在贫困区县改扩建县级医
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实现14个国家级贫困区县人民医院和中医
院均达到二级医院标准；建立了“三保险”“两救助”“两基金”多重医疗保
障体系。

激发“动态跟踪”的活力，我市制定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等4类重点
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实施方案(2019-2020年)》，确定动态消除建档立卡
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危房工作目标和工作措施，实施存量危房全覆盖调
查、拉网式摸排。

集聚“项目建设”的动力，我市制定了《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饮水安
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分类明确工程措施，同时加快推进农村饮水巩固
提升工程，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截至目前，5155个‘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已全部销号。”市扶贫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用数据说话，用行动践行，不负期许。

实现新突破，开创新起点
这份“重庆答卷”聚焦重点难点——书写迎难
而上的时代担当

“现在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打法要同初期的全面部署、
中期的全面推进有所区别，最要紧的是防止松懈、防止滑坡。”把握脱贫
攻坚形势，从全局谋划一域，总书记的嘱托为重庆发展指明前行方向，注
入澎湃动力。

方向既明，步履坚定。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扎实推动问题真
改实改、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重
庆按照核心是精准、关键是落实、确保可持续的路径，把提高脱贫质量放
在首位，坚持精准方略把脱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持续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奋力实现全面小康。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更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重庆将
以决战决胜之势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收官战。

脱贫攻坚一线，已鏖战正酣——
这一年，全市紧盯18个深度贫困乡镇定点包干，围绕改善生产生

活生态条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落实各
项扶贫惠民政策“四个深度”发力；紧盯未脱贫人口重点帮扶，加大贫困
病人、残疾人、老人等精准帮扶力度，推行农村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集
中供养，落实低保渐退期和分户制度，确保贫困人口得到精准帮扶，实
现精准脱贫。

这一年，围绕问题整改，全市从市级改起、从市领导做起，建立“领导
小组+专项小组+定点包干”整改工作责任制，制定问题、任务、责任“三
个清单”，建立市、区县、乡镇、村“四级联动“机制，对照“三类困难和问
题”，一体化推进脱贫攻坚各类问题整改。

这一年，全市坚持把防止返贫摆在重要位置，将不断强化产业扶贫，
深化消费扶贫、开展电商扶贫、就业扶贫、金融扶贫，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深化东西扶贫协作、党建扶贫，多管齐下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
制，健全完善大健康格局，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春风万里的高质量脱贫，正吹绿巴渝的山山

水水，拂活振兴新局，带领全面小康。如今行走在这里，“脱贫攻坚”的洪
流涛声愈加高亢激昂。

1.贫困对象
2019年，全市实现4个县摘帽，33个

贫困村、11.44万名贫困人口脱贫。至
此，全市 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
县、4个市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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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发生率降至0.12%。

2.增收手段
2019年，全市加大产业发展力度，实

现引导2093家龙头企业参与产业扶贫，
选聘产业发展指导员 1.58万人，健全股
份合作、订单帮扶等带贫益贫机制。深化
电商扶贫，贫困区县实现农村产品网络零
售额134.1亿元、增长74.16%。开展乡
村旅游扶贫，加大村旅游示范村点，实现
带贫困人口增收。加大扶贫培训力度，开
展“定向式”技能培训，新增贫困人口就业
7.4万人，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
转移就业10.1万人，落实兜底保障政策，
农村低保标准增至每人毎月440元。

3.义务教育
2019年，全市全年录取贫困区县、农

村地区考生4048名，招收农村订单定向
免费本科医学生 150名，通过“三区支
教”计划、“特岗教师”计划补充教师1001
名，定向培养农村小学全科教师 1510
名、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516名。

4.基本医疗
2019年，全市 14个国家级贫困区县

人民医院和中医院均达到二级医院标准，
大病专项救治病种扩大到30种，贫困人
口大病救治率、家庭医生慢病签约服务管
理率、重病兜底保障率分别达到 100%，
贫困人口县域就诊率达到96.96%；全
市因病致贫户较2018年减少79.8%。

5.住房安全
对农村存量危房开展全覆盖摸排和

安全等级鉴定，实施贫困户等4类重点对
象危房改造3.88万户，实现危房动态清
零。

6.饮水安全
2019年，全市开工建设集中和分散供

水工程项目2695个，农村集中供水率达
到87.5%，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0.5%，
落实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财政资金2
亿元，加快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确保工程
建得成、管得好，长效发挥效益，针对贫困
人口开发水利设施管护公益岗位，吸纳
2862名贫困人口参与水利设施管护，确
保有人管、管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