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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瑜

城口县高燕镇红军村，因川陕红军在这
里战斗而得名。进红军村的道路因狭窄、坡
陡、弯急，很少有人开车前往，村民的日子也
过得异常艰辛。但今年“五一”，红军村迎来
了第一批自驾游客，当地村民开始吃上了“旅
游饭”。

“路宽了，游客也敢开车上山了。”4月30
日，红军村的老党员何少华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今年，在两江新区管委会、两江产业集团帮
扶下，红军村发展思路变清晰了、出行道路畅
通了、脱贫产业也做起来了。何少华说：“挖掘
红军精神照亮了我们脱贫路。”

重走红军路找发展思路

红军村海拔高度在700米至2100米之间，
距离城口县城只有12公里，但因为道路陡窄、
土地贫瘠、严重缺水，以致基础设施滞后、产业
发展空白、村民房屋破旧，到2019年初，红军村
还是城口县仅剩的十个未脱贫村之一。

“第一次听说红军村，我心中充满了敬重
和向往。”去年3月，来自两江产业集团的王
旭东到红军村任第一书记。初到红军村，除
了贫困，王旭东既没看到红军战斗遗址，也很
少听到红军的故事。“难道红军村仅仅是个名
字？”

王旭东查阅资料了解到，红军村地势险
要，易守难攻，1934年2月，红军进入城口县双
河、庙坝，最后攻占县城。王旭东决定，寻访红
军遗迹，挖掘红军精神。

钻丛林、斩荆棘，王旭东与村支两委成员
沿着廖家坡（土地名）翻山越岭，一路走来，他
们发现了密林里的红军医院、战壕、哨卡等遗
址，一个个红军战斗的故事又被挖掘了出来。

加宽盘山路建成风景路

篦子坝至长田环线公路是村外到红军村
的必经之路。但一年前，这6公里盘山路只有
3.5米宽，弯多、坡陡，行车险、错车难。王旭东
认为，发展乡村旅游，首先得让道路畅通。

去年6月，两江产业集团投入150万元，将
环线公路拓宽至6米，并在沿线建起了两个观

景平台，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沿路实施了景观
绿化工程。

“将险象环生的盘山路建成了风景路。”公
路两旁，白天绿树成荫，晚上路灯成排。行至
观景平台，成片的红枫在蓝天、白云、青山映衬
下，分外耀眼。红军村党支部书记谢正学称，

“从盘山路加宽破题，红军村开始蝶变。”
去年，两江新区管委会、两江产业集团筹

资约1300万元，为红军村落实引水工程，实施
电网改造、推进道路拓宽、打造景观林，新建村
级公路3.5公里、生产步道5公里，对木旺坪水
库进行加固维修，新建山坪塘1个,饮水池12
口，铺设入户自来水管道8千米，4G信号进了
村，新的便民服务中心、村卫生室也建了起来，
村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变。

村民龚佑美，丈夫瘫痪、大儿子脑瘫，二儿
子、小女儿只有10来岁。过去，他们一家住在
海拔1600米的何家坪，看病、上学都不方便。

“早都想搬离何家坪了。”龚佑美说，之前
村里很多地方道路不畅、饮水困难，无处可
搬。去年10月，红军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后，
政府为龚佑美一家落实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搬到了海拔1000米的何家湾。

截至目前，红军村已实施危房改造 24
户，易地扶贫搬迁分散安置8户，集中安置7

户34人。随着实施“户貌六改工程”和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到户项目，红军村村容户貌进一
步改观。

探索融合路拓宽产业路

“产业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王
旭东与村支两委深入分析红军村的资源优势，
一是距离县城近，城市居民进村快捷；二是有
红军战斗遗址，可以融入城口县红色旅游；三
是有150亩的稻田，适合发展种植业；四是近
500亩的高山草场可发展养殖业；五是海拔
1000米的何家湾一线可以打造民宿，发展避暑
经济；五是可以依托帮扶单位两江新区管委
会、两江产业集团资源优势，针对性布局扶贫
产业。“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城市‘后花
园’。”

现在，一条15公里长红色之旅观光步道将
红军医院、战壕、哨卡、藏身洞等红军战斗遗址
串联了起来，以红枫林、红军广场、红军雕塑、
红色文化民宿的红色旅游路线逐渐形成；与此
同时，全村建起了120亩花卉苗木产业基地、
100亩大黄种植基地、150亩高山生态水稻种
植基地、50亩莲藕基地，以及高山露地蔬菜种
植基地；利用高山草场喂养山羊、山地鸡等，带
动全村52户建卡贫困户，实现了扶贫产业贫困

人群全覆盖。
二组村民庞先琼，丈夫瘫痪在床，二儿子

离婚后留下两个10多岁的孙子一起生活，日子
过得很艰辛。庞先琼说，过去种“三大坨（红
薯、玉米、土豆）”除了填肚子，变不了几个钱，
有力气却不能外出务工挣钱。现在，庞先琼每
天到观光步道做工能挣150元工钱。去年，她
的务工收入达到2万余元。

今年25岁的夏纪清学的是导游专业，此前
她一直在湖北恩施上班。如今，家乡变美变好
了，她回到村里拟创办旅游服务公司；在河北
发展的夏远兴也回村拟投资20多万元建民宿，
参与乡村旅游建设。

“发展产业带动了就业、激发了创业。”高
燕镇党委副书记李长建称，依托新发展的产
业，红军村建起了特色农产品加工车间和电商
公司，提升农特产品附加值、促进消费扶贫，壮
大集体经济；两江产业集团帮助设立100万元
产业扶贫基金、10万元教育资金，帮助致富带
头人、贫困户发展产业，解决贫困学生完成学
业。“特色产业发展，解决了近50人就近务工，
带动了7名村民回村创业。”

去年，红军村实现整村脱贫，“两不愁三保
障”目标全面完成，全村脱贫12户51人，贫困
发生率由7.46%下降至1.69%。

打造三条“路”城口红军村蝶变旅游村

□本报记者 周尤

不久前，綦江区文龙街道来了一个由7人组
成的工作组——綦江区委第十二轮巡察工作第
四巡察组。别看这个工作组人数不多，但工作却
不少。

饮水难、看病难、住房难、入学难，涉及到百
姓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他们都要管一管。文龙
街道松榜村低保户佘宗宽每每提到这个工作组
就要竖起大拇指：“他们不搞虚的，实实在在解决
了我们最迫切的问题，真正把老百姓装进了心
里。”

今年4月初，綦江区委召开巡察工作动员部
署会，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正式启动第十二
轮巡察工作。这次巡察将历时两个半月，共组建
5个巡察组，每组由7名来自扶贫、纪检、工程、财
务等领域的干部组成。“本轮巡察是今年的首轮
巡察，我们紧扣脱贫攻坚工作，对25个贫困村、
20个重点村和5个非贫困村开展专项巡察，着力
发现并推动解决村级党组织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通过以点带面，重点解决
制约全区脱贫攻坚工作进程的突出问题，为綦江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监督
保障，争取有利时间。”綦江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
人说。

咨询团、指导组、后援团
充分整合监督力量

来自綦江区融媒体中心的贾海涛是首次参
与巡察工作。“巡察前，区里邀请了扶贫办、住建
委、卫健委、民政、发改等部分‘两不愁三保障’部
门相关负责同志对巡察干部进行为期两天的专
题培训。后来，又给我们发了《綦江区巡察工作
手册》，里面包括政治巡察有关制度规范、流程，
以及专项巡察工作清单、工作模板等内容，确保
抽调巡察干部尽快熟悉巡察，提升巡察能力水
平。”

此外，让贾海涛真正觉得工作有底气的“法
宝”是本轮巡察组建的强大后盾——政策咨询
团、业务指导组、综合后援团。

綦江区委巡察办有关负责人介绍，为确保本
次巡察能够精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区委巡察办
从涉及“两不愁三保障”的民生部门中确定9名
业务能力强的干部，固定为巡察组提供“一对一”
的政策咨询服务，必要时也可根据巡察组需要直
接参与巡察部分事项。

此外，区委巡察办成立指导组，负责全面统
筹，及时与各巡察组沟通重点、难点，提供业务指
导。区纪委监委各相关部室有办案经验的纪检
监察干部组建后援团，围绕如何发现线索，研判
案情提供帮助。

有了针对性的专业协助，巡察工作事半功
倍。

4月中旬，区委巡察办收到反映：“贫困户本
该享受的贴息贷款优惠政策并没有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贴息”，随即向5个巡察组通报要求予以
关注。巡察组走访了解到，部分贫困户在贷款的
第一个月就被扣除了全部利息。“这是因为放贷

金融机构与区级贴息衔接不顺畅，通过综合研
判，我们要求各巡察组在驻点巡察中及时纠正该
问题。”綦江区委巡察办副主任肖平说。

多看现场少看资料
多去走访少听报告

按照工作要求，綦江区本次巡察实行“三多
三少”，即多看现场、少看资料；多走访、少听报
告；多实践、少理论。要求巡察组做到用耳朵倾
听问题、用脚步丈量问题、用嘴巴反馈问题，切实
减轻基层负担，提升监督实效。同时，采取广贴

巡察公告、村级广播、主动上门送巡察名片等形
式，加大群众知晓度，扩大问题来源。

实地走访，让问题无所遁形。安稳镇召台村
贫困户卫生厕所“烂尾”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4月20日，綦江区委第三巡察组在安稳镇召
台村走访时发现，不少建卡贫困户的卫生厕所建
设存在不同程度的“烂尾”问题。

“这个厕所没水也没灯，还安装不了浴霸，我
让施工队往上再砌两匹砖，他都不干。”说起坝子
里的卫生厕所，村民罗玉池很无奈，一边给巡察
组介绍情况，一边埋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原来，綦江区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让建卡
贫困户由“有得住”变“住得好”，在全区范围内进
行农房品质提升工程，每户贫困户可享受一定量
的资金补贴。这笔资金建卡贫困户可用来修建
卫生厕所，剩余资金也可以用于其他事项，如修
建花台等。

去年底，还在猪圈里上厕所的罗玉池得知这
项政策后，找到村干部表示想修卫生厕所，村干
部找来的施工队进场后，几天时间便草草完工，
但厕所却成了“烂尾工程”。

“厕所层高仅有2.26米，且一直没有安装电
灯，也没接通自来水，根本无法使用。”期间，罗玉
池多次到村里询问工程事宜，得到的答复均是

“再等几天”。
“一个小小的厕所，这么长时间都没解决，这

说明你在工作中存在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的形式
主义问题。”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第三巡
察组组长刘子杨立即找到召台村党总支书记李
安佑，要求对该问题立行立改。

“本轮巡察，贫困户要全覆盖走访，收集的问
题线索、信访举报全覆盖核实了解。走访中，可
以面对面和群众交流，更直观的了解问题，打通
监督的‘最后一公里’，也让大家感受到监督就在
身边、就在眼前。”刘子杨说。

“巡”“改”衔接良性互动
让问题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今天主要是把前天群众反映的饮水难问题

进行移交，请镇里高度重视，想百姓之所想、解百
姓之所难。”4月23日，綦江区委第一巡察组在隆
盛镇顺山村村民孙汉华家门前的院子里召开巡
察问题立行立改现场交办会。綦江区委巡察办
副主任肖平把《立行立改通知书》交到了隆盛镇
人大主席黄昌平手里。

4月21日，第一巡察组开始在顺山村进行为
期一周的驻点巡察。期间，同一个问题被不少村
民反复谈及——“因人为因素，造成安子沟水库
水位下降，顺山村居民饮水成了难题”。

“必须重视，马上核实。”第一巡察组副组长
张贤唯随即召开院坝会，邀请20多名群众参加，
并发放了问卷调查。“从回收的问卷中我们发现，
有16名群众提到了饮水困难问题，这与我们走
访的发现一致。”

此事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不能拖！
4月21日下午，张贤唯带着另一位组员来到

了安子沟水库实地查看。该水库标明为“顺山村
集中供水工程水源保护地”，水库闸坝外侧下方
就是顺山村饮水蓄水池。“2018年9月，水库业
主舒某私自破坏水库设施放水捕鱼。现在，水库
水位已下降到正常水位的一半位置，蓄水池供给
水时间由原本的6个小时缩减到3个小时，且随
着天气持续放晴存在断水隐患。”张贤唯还了解
到，该水库涉及6个村民小组近135户500名群
众日常饮水和灌溉，其中还涉及25户贫困户的
饮水问题。

4月23日，巡察组经过综合研判，迅速将“安
子沟饮水问题”反馈交办隆盛镇党委政府，责令
隆盛镇立即组织人员对安子沟水库闸阀进行维
修，确保将水位恢复到原有高度，同时扩容取水
点水池容量，确保储水量能够常态满足群众饮水
需要。并要求顺山村加强水库日常监管，并配合
区水利局、生态环境局加强对日常饮水水质的安
全检测。

据了解，綦江区压实巡察整改责任，实现
“巡”“改”紧密衔接、良性互动，确保及时、高效
解决问题。同时，区委巡察办将联合区纪委监
委每月定期开展“回头看”，对巡察反馈后整改
不到位的再督促、再整改，着力构建被巡察党
组织认账、结账、报账的闭环链条，坚决杜绝
巡察一交了之，整改流于形式。截至目前，已
发现问题117个，按照立行立改要求，向区卫
生健康委等两个行业主管部门反馈问题 1
个，向有关镇街、村级党组织立行立改反馈问
题58个，推动解决问题5个，其余问题持续整
改中。

“群众到底脱没脱贫，到家里看看最清楚！”
綦江区做细做实脱贫攻坚专项巡察

4月23日，綦江区委第一巡察组在隆盛镇顺山村村民孙汉华家门前召开巡察问题立行立改现场
交办会。 记者 齐岚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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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蔓璐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确保现行
标准下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重庆脱
贫攻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当前脱贫攻坚
已经到了滚石上山的关键时刻，到了决战
决胜的冲刺阶段，然而受疫情影响，各地剩
余的贫中贫、困中困，攻克起来难度更大、
担子更重。要啃下最后的这些“硬骨头”，
就必须要盯紧目标任务，把握时限要求，抓
好工作落实，在各方面下足硬功夫，以真招
实干拼时效、抢进度、固成绩，确保高质量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下足硬功夫，要坚决防止厌战情绪和
麻痹思想。当前，在扶贫干部中就出现了
一些缺乏责任心、主动性、战斗力的案例，
值得警惕。如有的因扶贫产业收益受疫情
影响而心生挫败感，在工作中消极懈怠，得
过且过；有的因帮扶对象已全部脱贫，就认
为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从而敷衍应付；还
有的以疫情影响为借口逃避责任，一味地
坐等拨款或上级帮扶；有的不愿吃苦下硬
功夫，各种工作总是停留在表面上……须
知，行百里者半九十。因而，越是到了最后
的关键时刻，越是要从严从细从实做好当
前和今后一个阶段的扶贫工作，越是要在
点点滴滴的细节处下足硬功夫，决不能因
一时的麻痹松劲，而堤溃蚁穴、气泄针芒。

下足硬功夫，就要拿出真招实招，不能
虚头巴脑。一方面，要拿出“决战”的魄力，
集中力量攻克最后堡垒，坚持靶向施策、长
短结合，注重实际效果，坚决啃下最后的硬
骨头；另一方面，要做好“决战”的保障，不
断加大资金、人力等各方面资源的投入力
度，特别是在财政资金吃紧的情况下，要舍
得投入真金白银，舍得加大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的投入力度。同时，要坚决防范形式
主义等不实作风，不能只重面子不重里子，
而是要不求显功但求实绩。只有拿出切实
举措，统筹抓好各类问题整改，才能有效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存在的突出问题。

下足硬功夫，还要建立“只有过得硬，
才能过得去”的监督保障机制。这需要不
断强化细化贫困户脱贫认定标准，建立防
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并探索建立解决
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确保贫困群众稳
定增收、逐步致富，确保重庆脱贫工作经得
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脱贫攻坚要下硬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