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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吃上放心水

綦江全面实现饮水安全有保障

喝好水、用好水直接关
系着人民群众的美好生
活。在过去的一年里，綦江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将解决贫困群众
饮水安全问题作为重中之
重，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
的，合力攻坚，实现了饮水
安全问题动态“清零”目标，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奠定
了基础。

寻水，大山深处涌清泉

缺水、寻水、修建饮水工程……綦
江农村饮水安全正实现巨大转变，今
年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将分别
达到88%和81%，农村群众吃水趋于
稳定状态。

“哗哗哗……”看着从水龙头中喷
涌而出的自来水，打通镇荣华村脱贫
户穆燕琴满脸笑容。因为家住半山
腰，吃水一直困扰着这个家庭。

“不止穆燕琴一家，人畜饮水是困
扰全村的大问题。”去年10月，为解除
这一困扰，驻村第一书记李洪同村干
部商量，成立寻水小组，开启了寻水之
旅。

“首先是从原有供水设施寻水，保
障正常供水。”荣华村共661户 2965
人，全村依靠村内于2010年兴建的太
平场、后坎两个饮水工程供水。但因
为使用年限较长，出现水管老化、地基
沉陷等问题，供水时断时续。

“我们争取到了1万多元，将两个
饮水工程内部的水管以及一些基础设
施进行了修缮，目前这两个工程已经
能够正常供水。”李洪介绍。

两个饮水工程正常供水，但因为

水源点水质较差，村民饮水质量仍得
不到保障，于是，寻水小组决定，进山
寻找水源。

荣华村位于打通镇南部，毗邻贵
州，是距打通镇最远的一个行政村。
因为地处偏远，该村经济发展缓慢，自

然环境保护良好，从大山深处涌出的
山泉是上好的水源点。环境良好还意
味着原始，这大大增添了寻水小组进
山寻水的困难。

茫茫大山没有阻挡寻水的步伐。
历经10余天的山中跋涉，村内的水源
地均已确认。当月，荣华村申请到了
220万元人畜饮水专项指标，新修2个
大型供水池和多个分散式供水池。

“贫困户的饮水安全，一户也不落
下。”针对千差万别的饮水问题，綦江
的应对之举便是“因户施策”，有的寻
找新水源，有的升级改造供水管网，有
的完善蓄水设施，有的增添净水设备，
饮水安全问题很快得到动态“清零”。

截至目前，綦江农村饮水工程建
设计划完成集中式供水工程180处，其
中新建26处，改扩建154处；完成新建
分散式供水工程106处，维修改造293
处，覆盖26万余人的饮水问题。

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这水真甜。”管网安好后，当李燕
拧开水龙头时，从水管里喷出来的自
来水欢快的溅了脸上，她拿起水瓢舀
起水尝了一口，笑着说。

李燕家住安稳镇召台村，在距离

她家不到500米的地方，有一个蓄水池
为她们用水提供保障。召台村地处偏
远，发展滞缓，是全区25个贫困村之
一。村民大都依山分散而居，自行找
水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在过去是常事。

去年为了彻底解决这困扰群众生
产生活的突出问题，区水利局安排专
项资金，统筹安排修建慢滤蓄水池106
口、输水管道14.4公里、配水管网20.2
公里、入户管网23.3公里，并统一安装
到户水龙头，确保村民拧开水龙头就
能吃上放心水。如今，召台村“靠天吃
水”成为历史。

随着这几年脱贫攻坚工作有序推
进，困难群众没有水喝的问题已经得
到有效解决。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
不少地方的群众用水仍存在水量不稳
定、水质不达标、饮水成本高等问题。

为此，近两年来，綦江结合农田水
利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统
筹安排资金6600余万元，大力实施贫
困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数据显示，2019年全区投入资金
5269.06万元，实施了52处建卡贫困
户、22处贫困村、9处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12处农村饮水安全维修
改造工程，实现了190户建卡贫困户共
计498人饮水安全问题清零销号、解决

和改善了贫困村、重点村、一般村
77561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饮水安全作为一项基础性民生工
作，需要长期巩固、长久管用。对此，
綦江还建立健全了巩固饮水安全的刚
性机制，出台《綦江区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运行管理办法（试行）》，切实解决有
人管、有钱管的根本问题，确保群众能
够持续“喝好水”。

因水脱贫，因水而富

“当贫困户不是件光彩的事，我要
振作起来，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
赶水镇双龙村脱贫户程世现说，成为
贫困户的那一天起，他就在思考如何
脱贫。

双龙村位于綦江南部，全村共750
户2591人，其中建卡贫困户41户119
人，曾是国家级贫困村。长期以来，村
民饱受水患旱灾之苦，一些村民甚至
因缺水致贫。直到现在，水依然是支
撑扶贫产业的关键因素。

为了实现脱贫，住在半山腰的程
世现购买了6头母牛，办起了养牛场。
养殖过程中，经常面临断水，肢体二级
残疾的他不得不多耗费时间精力，经
济效益一时也没起来。

去年9月，綦江将双龙村纳入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投资205万元对水
厂管网进行了检修升级，并投入了一
整套消毒设施。现在水龙头里放出来
的水，不仅颜色清亮，而且水量也稳
定。

工程完工后，生产用水更有保障，
程世现逐步扩大规模，去年卖了10头
牛，收入10多万元。现在，程世现的养
牛场里，总共有30多头牛，头头长得肥
肥壮壮，场地也打理得十分干净。

作为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要素，
綦江把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作为重点，
大力推进水库、灌区等重大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其中，投资1700多万元于
2019年完工的丁山中型灌区，彻底改
善了綦江区东溪镇17个村居、丁山镇
7个村居、篆塘镇13个村居、郭扶镇21
个村居的农业灌溉用水难题。

吴长飞

安稳镇松同片区供水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 摄/黄波

横山镇天台村饮水工程解决了村民的饮水问题 摄/成蓉茶树湾水库有效缓解周边 4 个场镇安全饮水问题
摄/王宏

精准扶贫“结对子”
想民所想解民所忧

“梁师傅，最近屋头情况啷个样？
娃儿的学习还顺利不？”一大早，双龙镇
天鹅村七组村民梁金保家就迎来了一
位“熟客”。他是来自巫山职教中心的
老师谭世保，自2017年开展结对帮扶以
来，他常常登门拜访，手把手帮助梁金
保一家解决了不少生活上的难题。

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3年来，
谭世保以“扶智”为突破口，讲政策、做
工作、拉关系，还偶尔亲身示范搞卫生，
终于让这个原本“油盐不进”的“钉子
户”对扶贫工作逐渐从抵触到认可再到
满意。

现在，精准帮扶让原本贫寒的家庭
日子过得愈发红火。家里盖起了新房
子，门前铺上了硬化路，屋后打好了蓄
水池，孩子考上了好大学……“多亏了
职教中心的老师们。”梁金保由衷地感
谢道。

在巫山职教中心，像这样帮扶农户
脱贫“摘帽”的教师还有不少。为精准
对接帮扶对象，学校成立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将教职工分为7个分队和46个工
作小组，利用节假日走村入户，为双龙
镇229户贫困户排忧解难。

“学校确保每个贫困户有一位教师
对接，每一位教师至少联系一户贫困
户。”校长罗平介绍，在扶贫方法上，也
要求教职工尽力解决贫困户生活和生
产方面的困难，以技术培训、设备扶持、
学生资助等形式从源头上斩断“穷根”。

教师李丽是双龙镇笔架村“战区”
的组长。除了要统筹战区21名同仁的
帮扶任务，她还曾不顾自身病痛，半年
里20余次走访贫困家庭，进行反复的政
策宣讲、种养殖技术指导等，为帮扶对
象送去慰问品2000余元，帮助贫困户搬
入新家顺利脱贫。

“光做不行，还要看效果。效果好
不好，百姓的评价最直观。”李丽说，每
年她们都会跟进对贫困户进行满意度
抽查，结果显示满意度高达98%，“村民

们的认可就是我们坚持做好扶贫工作
的最大动力。”

如今，在巫山县委、县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全县早已如期实现高质量整体
脱贫摘帽，双龙镇，这个曾经的深度贫
困乡镇也在巫山职教人的倾力帮扶下，
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大道。

村校携手“找路子”
技能强起来村民富起来

“老板，再来两份醉鸡！”节假日，双
龙镇乌龙村刘幺妹农家乐里依然热闹
无比，只见店内宾客满堂，各式地道农
家菜上桌香气四溢，老板娘刘远香在收
银台前高兴得合不拢嘴。

这家农家乐开了已经快3年了，生
意依旧红火，已经成为村里有名的乡村

旅游示范点。回忆起创业之初，刘远香
颇有感触：“前期缺乏资金，县职教中心
帮了我们不少忙。”

原来，店里的冰柜、燃气灶等设备
都是巫山职教中心免费赞助的，不仅如
此，学校还多次派老师培训烹饪等技
术，在媒体上为其宣传推广，充分发挥
职教优势，帮助刘远香一家增加经济收
入，提升脱贫致富信心。

2017年，结合全域旅游建设，巫山
职教中心依托自身资源和人才优势，开
始了“校村互动”的试点探索，助力了一
大批像刘远香一样的贫困户走上创业
脱贫、技能致富的道路。

一方面，学校实施产业引领，协助
贫困户打造生态旅游、绿色种植、有机
养殖等致富项目，促进乡村特色旅游发
展；另一方面，以“三级培训网格体系”
为支撑，通过将培训班送到田间地头，

让群众进入学校接受培训的方式，对县
域群众开展各类技术技能培训，实现

“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致富一家，带动
一方”的社会效益。

截至目前，村校携手共建乡村旅游
示范点12个，脆李、柑橘等种植示范基
地6个，有力推动了32家农家乐、65个
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开展致富带头
人、脆李种植技术等项目培训，培训人
数20892人，直接增加经济收入近3亿
元，带动1200多户贫困家庭脱贫越线。

产教融合“搭台子”
筑巢引凤孵化创业梦

在巫山职教中心校园内，有一片
“特殊”的办公区域，这里每天忙碌的是
各个入驻企业的员工；这里面积不大，

装潢简单，却是30多亿元线上年交易额
的诞生地。

这里就是针对微（小）型企业和各
类初始创业人群开设的巫山县创业孵
化基地。

众所周知，职业教育肩负着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的重大使命，而在经济发展
滞后的巫山，要实现脱贫致富，职业教
育发挥自身优势特色，助力地方产业发
展无疑是重要路径之一。

基于此，巫山职教中心以创业孵化
基地和“‘营销巫山’众创空间”为载体，
积极探索“一部一企”校企合作长效机
制和电子商务发展模式，着力打造县域
经济新增长点，以产业兴旺助力脱贫攻
坚。

“孵化基地引领、帮助、指导县域群
众注册企业，帮助他们发展企业，企业
成熟后搬离学校，学校继续孵化新的企
业。”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基地
内现有入驻企业 35 家，孵化成功率
100%。”

重庆香舍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就
是入驻基地的其中一家企业。2017年
初，公司搬进基地后，仅一年，企业销售
额就由原来的两三百万元增至2000多
万元，2019 年新开辟柑橘种植基地
2000余亩，企业经济效益再创新高。

“学校免费提供场地、水电等物资，
还多次组织开展相关培训，大大降低了
公司的运营成本。”企业负责人余和平
说。

在巫山职教中心，类似这样孵化成
功的企业不在少数。近年来，学校成功
孵化小微企业214家，解决4300余人就
业创业。“互联网+”电商运营模式在巫
山悄然兴起，实现线上年交易额30多亿
元，促进了巫山纽荷尔、巫山脆李等特
色品牌、产业的飞速发展，增加种养殖
户经济收入4亿多元。

通过带动企业经济发展，巫山职教
中心有力促进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为
振兴乡村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何霜 刘洋
图片由巫山职教中心提供

学校开展技能展示活动

与 普 通 教 育 相
比，职业教育在精准
扶贫方面有着教育成
本较低、更利于受教
育者就业、面向社会
大众、服务范围较广、
层次较多的独特优
势。

作为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的重要教育力
量，近年来，围绕“打
造生态旅游产业、发
展生态效益农业、培
育开放经济”的县域
发展策略，巫山职业
教育中心肩负“职教
移民、职教富民、职教
助民”的重任，积极探
索移民安稳致富和助
推县域脱贫攻坚奔小
康，走出了一条卓有
成效的职教扶贫之
路。

职教助力 山区群众走上致富路
——巫山县职业教育中心“三步走”助力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