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底线任
务和标志性指标。

一年来，梁平区拿出决战决胜的精神状态，围绕强
化扶贫力量、夯实产业基础、做大消费扶贫、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四面出击”，在普遍实现“两不愁”基础
上，下足“绣花”功夫，集中力量重点攻克“三保障”面临
的最后壁垒，切实解决好“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
题，确保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梁平虽然不是重点贫困区县，但全区上
下深刻认识到，脱贫任务依然不轻，必须保
持决战决胜姿态，以更强烈的担当、更有力
的举措、更务实的作风，扎实做好脱贫攻坚
工作。

在全市15个非重点区县中，梁平区率
先成立区脱贫攻坚办，与区扶贫办合署办
公；在全区范围内挑选熟悉政策、熟悉业务、
熟悉基层的扶贫干部充实到区脱贫攻坚办，
配备专职扶贫工作人员18名，负责全区脱
贫攻坚的统筹、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等工
作；强化33个乡镇（街道）扶贫开发职能，在
原有1名分管领导基础上，明确乡镇党委、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统筹抓好脱贫攻坚工作。

“坚持市管领导‘包镇’、区管领导‘包
村’、驻村干部‘包组’、帮扶责任人‘包户’。”
梁平区34名区领导负责对所联系乡镇（街
道）农户“两不愁三保障”排查工作进行全面
现场督促督导，并到所联系乡镇（街道）遍访
到村，实地协调解决排查发现的具体问题；
104个区级帮扶部门和33个乡镇（街道）班
子成员共同制定具体“包村”工作方案，逐村
逐户开展排查，并负责对所包村的“两不愁
三保障”排查工作进行现场督促，与村组干
部共同研究、解决排查发现的具体问题；
1480名驻村干部牵头负责指导村组干部、

帮扶责任人开展排查工作，协助解决排查发
现的具体问题；全区5153名帮扶责任人对
所帮扶联系的8664户25157名贫困人口开
展户户现场排查，切实解决排查发现的具体
问题。全区形成了“领导带头、上下联动、合
力攻坚”的良好格局。

据介绍，在开展排查工作中，梁平区全
面推行“五看五查四讲四助”工作法，因户帮
扶、精准施策，进一步开展精准帮扶。“五
看”，即一看吃穿；二看住房；三看劳动力；四
看学生娃；五看饮用水。“五查”，即一查帮扶
对象扶贫政策知晓及享受情况；二查扶贫手

册是否填写规范无误，档案资料是否齐全；
三查帮扶措施是否精准，符合农户实情；四
查问题整改清单是否整改到位，查老问题是
否反弹；五查贫困户家庭收入是否稳定达到
脱贫标准。“四讲”，即一讲清脱贫及惠民政
策；二讲清农村相关法律及村规民约；三讲
清贫困群众的不解和疑惑；四讲清自力更生
脱贫致富的道理。“四助”，即一助贫困户发
展符合市场需求和自身资源条件的产业，拓
宽增收渠道；二助贫困户参加农村实用技术
培训和劳动技能培训等，促进实现就业；三
助贫困户打扫清洁卫生，做到干净整洁少生
病；四助贫困户提高自身能力和脱贫信心，
激发内生动力。

5年前，铁门乡长塘村2组村民蒋凤永还
是建卡贫困户。2018年，在乡政府和爱心人
士的帮助下，他申请扶贫小额信贷5万元，养
殖肉猪10多头、生态兔100多只，实现了稳
定脱贫。2019年，蒋凤永荣获重庆市2019
年度脱贫攻坚奋进奖。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更
是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最有力最可靠的支
撑。”梁平区相关负责人称，梁平区坚持产业
发展“主导+特色”并重，大力发展“粮猪菜”
三大保供产业、“柚竹渔”三大特色产业，因地
制宜发展多种经营，按照“劳力能力所及、现
代传统均可、集中分散都行”的原则，引导贫
困村和贫困户发展“小规模、多品种、高品质、
好价钱”产业，确保每个贫困村至少有一个主
导产业，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至少

有一个增收产业项目。
党的十九大以来，梁平区累计投入各类

产业扶贫资金近5000万元，33个乡镇（街
道）、10个市级贫困村和6个相对贫困村发
展李子、柚子、麻竹、花椒、榨菜、辣椒、蔬菜、
高山大米、中药材等扶贫主导产业，6078户
贫困户发展了种植养殖增收产业，落实16
名中高级技术人才组建4个产业扶贫专家
组，并选聘2538名产业指导员，开展产业发
展咨询和技术指导培训，每月入户指导帮助
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帮助销售农产品。

同时，建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财政专项
扶持基金，投入950万元发展壮大贫困村集
体经济。现在，紫照镇桂香村发展中蜂养殖

和光伏发电产业、蟠龙镇老林村发展乡村旅
游产业、铁门乡长塘村发展光伏发电产业、
复平镇小山社区发展“黑天池”乡村旅游产
业、星桥镇高都村发展光伏发电产业、曲水
镇聚宝村建设农产品展销中心、石安镇里程
村发展光伏发电产业、柏家镇三新村发展农
产品初加工与麻竹种植产业、福禄镇青桥村
发展建设花椒烘干房（含冻库）与吊瓜项目、
大观镇庙坝村发展梁平柚标准果园与柚子
深加工产业，目前项目已建成投产，贫困户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10个市级贫困村均已成立村集体经
济组织，并持续产生经营性收入。”梁平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全区还建立村集体资产收益

分配机制，让贫困户获得产业和“三金”（土
地流转租金、就近务工薪金、入股分红股
金）收入，村集体按照本年可分配收益不高
于40%的比例提取公积公益金，剩余部分
可按股份分配给每位成员。鼓励引导龙头
企业减贫带贫，吸纳贫困人口就业，推广“龙
头企业+村集体+农户”等模式，签订订单，
解决贫困户种、管、销问题，在贫困村组建设
生产基地4580亩，涉及贫困户282户，年产
值1510万元。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鼓励
贫困户以土地、资金、劳动力入股加入农民
专业合作社，10个市级贫困村现有专业合
作社47家，4856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占
贫困户总数的55.2%。

铁门乡长塘村高山大米、柏家镇三新村
羊肉、石安镇里程村蜂蜜……今年1月初，
梁平区“消费扶贫爱心购”活动在区人民广
场举行。来自10个市级贫困村近40名贫
困户自产的20余种农特产品引来市民争相
抢购。

“消费扶贫是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
提升脱贫攻坚成效的有力抓手。”梁平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社
会参与、互利共赢原则，通过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带头示范，让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积
极跟进，社会各界通过消费贫困地区和贫困
群众的产品与服务，帮助他们增收脱贫，形

成消费扶贫新格局，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介绍，梁平抓牢“三大主体”做大消费

扶贫。一是抓牢供给侧主体，主要是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和农产品生产的群众。10个
市级贫困村的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在保障

“两不愁三保障”的前提下，摸清农产品底数，
组织、引导群众生产和销售。二是抓牢党政
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医院）、餐饮
协会等需求主体，10个市级贫困村帮扶单位
和帮扶责任人带头消费，区内机关、学校、医
院、国企等单位协议消费，通过“以购代捐”

“协议采购”等方式，对接购买大米、南瓜、红
薯、土鸡、土鸡蛋等贫困户的农特产品。三是
抓牢搭建电商平台和畅通物流通道等中间
环节主体。农村电商和物流，一头连着贫困
乡村，一头连着消费市场，梁平借助本地电商
企业平台，推动线上线下齐头并进。

党的十九大以来，梁平区线上发挥本地
电商企业龙头带动作用，建设贫困村电商服
务站，免费培训贫困地区有意愿从事电商行
业的人员300余名，开设活跃网店50余家，
并整合邮政及快递公司等物流企业物流资

源，降低成本，切实解决农产品进城“最初一
公里”难题。线下大力开展消费扶贫展销活
动，积极组织贫困村农特产品参加扶贫爱心
购、商品展等各类会展，拓宽销售渠道。

据介绍，大观镇大兴村开设活跃网店4
家，线上销售南瓜5000余斤、干豇豆400余
斤，有效激励村民增收信心。复平镇积极落
实消费扶贫增收机制，在名豪广场开展消费
扶贫展销会，销售小山社区的冬瓜、南瓜、蜂
蜜、红薯等农特产品，参展产品供不应求。

截至目前，梁平区通过消费扶贫的方式
销售贫困村组农特产品810万元，其中线上
销售约315万元。

第一面：强化扶贫力量尽锐出战攻壁垒

第二面：提高“主导+特色”产业扶贫质量

第三面：抓牢“三大主体”做大消费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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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区紫照镇桂香村梁平区紫照镇桂香村，，扶贫干部和贫困户一起晒菜扶贫干部和贫困户一起晒菜
头头、、聊家常聊家常、、话脱贫话脱贫 摄摄//熊伟熊伟

梁平区柏家镇举办以“消费扶贫”为主题的农特产品
展销会 摄/刘辉

梁平区福禄镇青桥村建卡贫困户谭从杰在花椒基地务
工，每年有近万元的工资 摄/熊伟

下足绣花功夫 确保如期高质量脱贫

“四面出击”决战脱贫奔小康

第四面：强基础设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下雨就漏。”70岁的江崇术是石安镇
里程村的低保户。一年前，他还住在土坯房
里，年久失修，房屋破裂。去年，镇里将他的
房屋确定为农村D级危房实施改造。现在，
老人家住进了新房。“有客厅、厨房、卫生间
和3间卧室。”江崇术高兴地说。

去年以来，梁平区采取“人房同框、户户
见面”方式集中开展多轮困难群众住房安全
排查，对建卡贫困户、低保户、残疾人、分散
供养的特困户“四类重点对象”房屋户户开
展鉴定，并全部挂牌，明确安全等级。同时，
区财政投入600余万元对“四类重点对象”
实施危房改造、旧房提升和动态清零，确保
贫困群众住房安全得到保障。

在教育保障上在教育保障上，，梁平区梁平区抓实控辍保学抓实控辍保学，，
抓细学生资助抓细学生资助，，开展区外就读学生摸排开展区外就读学生摸排，，坚坚
持义务教育精准到户到人持义务教育精准到户到人。。在疫情防控期在疫情防控期
间间，，帮助帮助430430名困难家庭学生名困难家庭学生（（其中建卡贫其中建卡贫
困户学生困户学生129129名名））解决线上课程学习问题解决线上课程学习问题。。
安排区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区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0100万元万元，，对所对所

有村小教学点实施旱厕改造有村小教学点实施旱厕改造，，为为99所村小教所村小教
学点添置课桌凳学点添置课桌凳389389套套，，对对1616所村小教学所村小教学
点校园环境进行维修改善点校园环境进行维修改善、、增添多媒体设备增添多媒体设备
及篮球架及篮球架，，切实补齐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切实补齐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
短板短板。。

医疗保障上，一是基本医疗全覆盖，确
保建卡贫困户100%参保、100%享受资助参
保；二是组织区鉴定医疗机构专家深入乡镇
集中为880名建卡贫困户办理特病证，做到
应办快办、应办尽办；三是建好区、乡镇、村居
医院和卫生室，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
四是深入推进健康扶贫工程“三个一批”专项
行动。截至今年3月，大病集中救治569人，
救治进度100％，慢病签约服务4018人，占
需签约服务人数的100％；重病兜底保障
2992人，占需兜底人数的100％。去年，梁
平区健康扶贫医疗救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0000余人次，救助金额1141.71万元。

“切实做好‘三保障’基础上，着重加强农
田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梁平区
相关负责人称，梁平区坚持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相衔接，精准谋划、统筹考虑，扎实开展

“四好农村路”建设管理和农村贫困人口入户
道路建设，切实保障贫困人口饮水安全，改善
生产生活条件，着力提升贫困群众幸福感。

一是优先实施10个市级贫困村、6个相
对贫困村、18个贫困组交通扶贫项目约125
公里，在全市率先实现行政组通畅率
100%、乡镇行政村通客率100%，为沿线乡
镇、村组特别是贫困群众带去了人气、财
气。2019年，梁平区获评重庆市“四好农村
路”示范区县称号。

二是投入1000万元专门用于贫困户入
户便道建设，实现贫困户入户便道全覆盖，
打通贫困户最后的出行障碍，进一步方便贫
困户生产生活。

三是先后6次全面核查贫困人口饮水
状况，筹集资金4100万元，通过延伸供水管
网，修建小型集中式供水工程、集雨池、卫生
井及净化设施等方式，因村因组因户施策，
全面解决了10个市级贫困村和全区2.5万
名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2019年，全国
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现场推进会和
全市农村饮水安全暨巩固提升试点现场推
进会在梁平召开。梁平区农村饮水安全保
障工作得到水利部和市领导的充分肯定。

四是投入1500万元在脱贫攻坚挂牌督
战村所在乡镇开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
接试点，利用乡村振兴市级专项资金3500
万元在全区范围实施产业扶贫、特色产业基
地建设、农村户厕改造、人居环境整治、面源
污染治理等脱贫成果巩固提升项目，以脱贫
攻坚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以乡村振兴开
创脱贫攻坚新局面。

王令 袁浩

梁平区大力开展产业扶贫和电商扶贫，贫困户种植
的梁平柚畅销全国各地 摄/张常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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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区坚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梁平区坚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图为新修的水泥公路蜿蜒至山区农家图为新修的水泥公路蜿蜒至山区农家，，成为脱贫致富路成为脱贫致富路 摄摄//吴宇吴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