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盯紧重点精准发力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平整的水泥村道，整洁的人居环境，设施齐全的活动
场所，一排排别墅似的乡居，一片片种植大棚……如今，
巴南的5个建档立卡贫困村逐步旧貌换新颜，绘制出一
幅勃勃生机的致富新画卷。

近年来，巴南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最
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从“插
花式”贫困的实际出发，围绕产业发展、就业帮扶、利益联
结机制创新等精准脱贫途径进行探索和实践，用“绣花”
功夫扎实推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政策措施
落实落地。

截至目前，全区5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已于2015年
底全部脱贫退出，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3132户9210人，
其中未脱贫户13户32人，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2.2%
下降至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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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埋头苦干，用心填好民生答卷

“两不愁三保障”，既是脱贫攻坚底
线性任务，更承载着厚重的民生期待，
是检验脱贫攻坚质量、成色的试金石。
巴南区精准施策，埋头苦干，正用心填
好民生“答卷”。

耿顺才、张泽碧两位老人，是居住
在双河口镇塘湾村龙洞口社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多年以来因为长期生病，加
上年老体弱，不仅让他们身心俱疲，更
使得家庭拮据，日子艰难。

“现在多亏了政策好，不但看病容
易，还有家庭医生上门服务。”耿顺才、
张泽碧两夫妇一提起镇里常常上门服
务的医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感谢医

生上门关怀，教我们俩口子肺病的知
识，给我们讲吃的注意什么，要按时吃
药，不能吸烟，要合理饮食。”

巴南在动态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正多措并举增强民
生获得感，耿顺才、张泽碧两夫妇的变
化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通过加强镇村医疗卫生设
施建设、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落实全科
医生驻镇街、提供“先诊疗后付费”“一
站式”就医结算等举措，该区正不断完
善健康扶贫体系，推动健康扶贫全时
段、全方位深度覆盖。

今年，全区贫困人口住院自付比例

降低至9.62％，医疗整体救治覆盖率达
到100%；在家且有签约意愿的贫困户
家庭医生签约率达100%；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医保参保率实现100%。

为确保农村饮水安全和义务教育
有保障，巴南不断加大投入力度。2019
年落实财政资金1.3亿元，继续推进农
村人饮提升两年行动计划，坚持每月调
度推进，确保所有贫困人口都喝上“放
心水”。同时全面落实教育扶贫政策，
改善农村地区办学条件，确保无因家庭
贫困而辍学失学现象发生。

因地制宜，长短结合，开辟致富增收路径

4月16日，走进东温泉镇黄金林村
菊花产业基地，田间地头村民们正在紧
张作业，栽苗浇水忙个不停。

菊花产业近年来正成为这里的一
张名片，是该村两个支柱产业之一。全
村308户（其中48户贫困户）村民以土
地入股的形式联合村集体，成立了专业
合作社推动扶贫产业发展。“我们希望
通过对菊花进行标准化种植，统一仓
储、加工，形成产业链，带动整个产业实
现高附加值。”东温泉镇扶贫办负责人
梁正勇介绍，目前200亩菊花已投产，仅
去年就创造收益40多万元，更带动了不
少贫困户增收。

黄金林村民王大贵就是其中的一
例，作为因残致贫的贫困户，去年光是
产业基地里务工他就实现了近7000元

的收入。
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

根本出路，巴南持之以恒抓实抓细，全
区建立了扶贫产业指导员制度，成立了
5个产业发展指导小组对口帮扶贫困
村，每个贫困村分别培育了1～2个主导
产业，每村配置2～3名产业指导员，为
产业发展提供全程服务。并通过开办

“农业理论、技术培训、农业实作”三门
课程，积极建基地、抓信贷，不断打牢产
业基础。目前，双河口镇塘湾村的高山
生态水果，二圣镇幸福村无花果、柑橘、
玫瑰，接龙镇马路村“稻+菇”，姜家镇蔡
家寺村“黑产业”正远近闻名，逐渐形成
了“村村有扶贫产业、户户有增收项目”
的发展格局。

就业，是带动贫困户增收的另一驾

马车。巴南通过全覆盖摸排“建档立卡
贫困户”和“边缘户”就业需求，分类建
立台账。部门联动，多措并举实现有就
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充分就业。今年
以来共计新增岗位3000多个；开发农村
保洁员、临时防疫员等公益性岗位，吸
纳贫困人口371人就业；免费为重点群
体提供线上技能培训惠及167人……目
前，已外出就业贫困劳动力5194人，占
2019年贫困人口外出务工人数比例达
到了120%以上。

接龙镇的扶贫车间——重庆九亩
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率先复工复产，坚
持贫困户就业优先，已解决当地10名剩
余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吸纳贫困劳动
力就业3人。

创新机制，探索新路，多点激活造血功能

4月15日双河口镇塘湾村产业示范
园里工人忙个不停，呈现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

脱贫攻坚中，巴南立足自身资源禀
赋和产业基础，创新机制，贫困村结合实
际建立了“公司+村集体+农户”“公司+
专业合作社+农户”“专业合作社+农户”
等多种利益联结机制，推行“互联网+扶
贫”“消费+扶贫”等模式，推动扶贫由

“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多点激
活“造血功能”。

通过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建立
了“政府扶龙头、龙头建基地、基地连农
户”的重点产业扶贫体系，相继引导5个
贫困村依托和组建了20个农业公司、16
个专业合作社，积极探索“公司+合作
社+农户”发展模式，把农业产业发展的
收益更多地留给贫困户，正实现着贫困

户增收与农业产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双河口镇塘湾村产业示范园就是其

中的一例。今年60多岁的李宗港过去
缺技术、缺产业，虽然生活不成难题，但
想要致富完全无法想象。如今，他不但
在产业园里有了稳定的工作，每年还可
以额外获得分红。

“虽然不是翘起脚当老板，但这个产
业园也有我的一份呢。”李宗港介绍，仅
在去年，他的工资加分红就实现了近3
万元的收入。

据塘湾村第一书记介绍，李宗港的
变化只是一个缩影，目前在该村总计43
户贫困户都已实现增收。塘湾村采用

“公司＋农户”的模式全力发展产业，四
层分配机制让脱贫造血功能十足。其
中，第一层：村民以土地入股将和村集体
共享收益，按7：3分配；第二层：建卡贫

困户以土地入股将享受村集体3成收益
全额返还；第三层：建卡贫困户、困难人
员优先考虑岗位，获得务工收入；第四
层：村集体3成收益除返还建卡贫困户
部分，将根据贫困户实际需要，通过设立
公益岗位、支持产业发展、基础建设等实
现共享。

除此之外，为进一步激活造血功能，
巴南还着力下功夫打造扶贫品牌，通过
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区域特色、经典产
品，全力打造“一镇一品”特色产业，融合
线上线下渠道，搭建扶贫产业产品产销
对接平台；通过吸纳社会资本，鼓励企业
参与产业扶贫，积极引导、支持和鼓励小
微企业资本下乡，建立扶贫车间，帮助贫
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全靠政府帮助，
不然今年不但投入打
了水漂，地里的菌子
也要浪费。”提起疫情
期间的农业生产，接
龙镇马路村贫困户赵
寿明仍一阵后怕，去
年10月份他拿出不多
积蓄，购买遮阳膜入
股了村里的球盖菇产
业，本想着趁今年第
一次收割赚上一笔。
却不曾想1月底的新
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集体种植的球盖
菇等农产品出现严重
滞销。

“眼看着每天达
到600斤的菌子要烂
在地里，我们也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马
路村第一书记张杰和
驻村工作队在了解情
况的第一时间多方联
系各企事业单位和社
会人士，多种渠道进
行助农销售。两个月
下来，通过网红主播
到村直播带货、本村
的农村电商经纪人进
行电商销售以及社会
各界力量帮扶，不但
菌子销路不愁，还进
一步打响了名气。

“截至目前，共实
现了6万多元的销售，
按照2%的保底分红，赵寿明不但拿
回了投入，还赚了1000多元。”张杰
说。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巴南坚持
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统筹兼顾、同
步推进，做到一手“战疫”，一手“战
贫”，确保两不误、两促进，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

为实现农时不误，在做好防疫
不放松的基础上，巴南区农业农村
委抽调40名精干力量，组建了2个
督导组、4个技术指导组，深入开展
春耕技术服务和督导工作，贫困户
春耕备耕的物资保障及相关准备到
位。并且在疫情期间，该区高度重
视，区扶贫办还抽调了精干力量组
建督导组，将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
工作同督导、同推进、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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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教授指导管护技术 摄/余元彬

疫情期间工作队和村干部为贫困户送去春耕物资 摄/何洪云

贫困户李宗港在采摘水果 摄/陈勇梅

东温泉镇黄金林村菊花基地

王清春
图片除署名外由巴南区东温泉镇提供

1.政策保障 从今年起将小额信贷、电商扶贫、消
费扶贫和产业扶贫政策相结合，打出一套"组合拳"，大
力发展电商平台为龙头的订单农业，推行统收统销带
贫模式。

2.资金保障 今年共计整合市、区两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2000余万元，主要用于支持扶贫产业发展、贫
困村提升工程和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进一步巩
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

确保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巴南还有这些举措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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