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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巨建兵 杨圣泉

万州区首个村级扶贫文化展览室
于近日建成开放。一个小村子有什么
东西值得展示？有何初衷和深意？6
月 22日，记者带着一些疑问探访了万
州区李河镇洞沟村扶贫文化展览室，
不想内心却受到不小的震撼：这个小
小展览室有着众多村民的精神寄托，
它记载了村民的脱贫历程。村民们也
用它来警醒自己：日子好了，不能忘了
走过的路。

5年脱贫路
村民引以为豪的奋斗史

从万州城区驱车约半小时左右，便
可抵达李河镇洞沟村。洞沟村扶贫文化
展览室，位于当地的杨柳湾，是一间旧房
改造的，面积只有25平方米左右。

展览室用照片叙事，以脱贫攻坚为
主线，展示了近年来洞沟村村民思想观
念、生产生活、民风民俗及村容村貌发生
的变化。用新老照片对比、扶贫工作照
片展示等形式，从精准施策、倾情帮扶、
华丽蜕变、决战决胜等几个方面，展现了
洞沟村近年来在精准扶贫方面取得的成
果。

“可以说，每个村民都能在这里找到
自己的影子或记忆。”洞沟村第一书记朱
华说，展览室于6月初建成后，很多村民
都来参观，寻找自己的印记。一些村民
回想起过去的日子，不禁感慨、抹泪。

洞沟村幅员面积3.28平方公里，海
拔480-560米。过去的洞沟村，山大坡
陡沟深，交通不便，信息十分闭塞，村民
收入以传统农业为主。受地理条件和自
然资源的制约，洞沟村是有名的穷山

沟。2014年，洞沟村被纳入市级贫困
村。经过摸排，洞沟村确定了贫困户46
户144人。

2015年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以来，
洞沟村迎来了发展最快的时期，一年年
过去，家家户户吃上了干净的自来水；从
村里到万州城区以及周边乡镇的门道路
硬化宽广了，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100
多户村民有了安全的住房，有的住上了
小楼房。

村支书王显英介绍，经过几年奋战，
洞沟村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健
全兜底政策等方式，46户144人已经全
部达标脱贫。小村的脱贫历程，也成为
村民引以为豪的奋斗史。

46张笑脸
每人一个动人故事

走进展览室，洞沟村46家已脱贫户
代表的“笑脸墙”格外醒目。“笑脸墙”上，

一张张笑脸映衬出洞沟村脱贫攻坚以来
的发展变化。每张笑脸背后，都有一个
动人的故事。

“笑脸墙”上，10岁的王思宇笑得十
分灿烂。每到展览室看到墙上的小女儿
笑脸照，王思宇的母亲谭华英是看一回
也跟着笑一回。

谭华英说，2014年以前，她和丈夫
务农收入低，加上公公婆婆多病，大女儿
上大学交学费都困难。家里也因此被列
为了贫困户。

近几年，在当地党员干部的帮助下，
谭华英一家的生活状况有了起色：丈夫
在村干部的引荐下，到河北一家建筑公
司务工，每年能寄回家5万多元。大女
儿大学毕业后有了稳定工作。她自己在
家照顾老人，经营的李子树每年能收入2
万多元。

她感激地说：“我们家能有现在的生
活，要感谢党的政策好，再就是要感谢领
导干部的帮助。”

“笑脸墙”上，细看周贵明的笑容，一
个大男人竟有些羞涩。而几年前，村民
和亲友很难看到他笑一次。

“第一次入户了解他家情况时，老实
说我心都凉了。”朱华回忆，当时的周贵
明患上强直性脊柱炎伴脊柱后凸畸形而
无法站直，面容憔悴。

针对周贵明家的情况，帮扶干部帮
他申请了C级危房改造，教他发展经果
林。并先后帮他申请了大病医疗救助、
精准脱贫保险、社会救助基金等共计10
万余元。

2017年10月，周贵明到成都第三人
民医院做了脊柱炎康复手术后，身子终
于能够站直。而这次手术加上合作医疗
报销的钱，他自己仅花了2万多元。

身体康复后，周贵明在帮扶干部的
引导下，到外地一家餐厅务工。在端午
节来临之际，他特地请假回来看望女
儿。他说，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他心里
很温暖，很感激。

回顾历程
脱贫是生活新起点

负责洞沟村片区扶贫工作的李河镇
人大主任艾青认为，洞沟村扶贫文化展
览室，将成为洞沟村村史的重要部分。
展览室让村民一目了然地知道洞沟村的
变化，激励着洞沟村人继续奋斗，让洞沟
村人明白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

“洞沟村的变化，是党富民政策的具
体体现。”驻村干部屈发丽说，建立扶贫
文化展览室，就是表明一种一切向前走，
但不能忘了走过的路的态度

屈发丽是李河镇宣传委员，从2016
年开始驻村。她为洞沟村勾勒了美好未
来。接下来，村里要带领村民继续发展
脆红李产业，让它结下更多“金果果”。
她还提议将村里的老建筑“五色老屋”改
造为村中一景。“我还要带领村民美化村
社小道，挖鱼塘，养鱼虾，打造美丽院落，
发展农家乐。”屈发丽说，她坚信洞沟村
的明天会更美好。

小小展览室记录洞沟村脱贫奋斗史

“日子好了，不能忘了走过的路” 本报讯 （记者 王翔）今年
“6·18”期间，秀山依托日臻成熟和
完善的电商产业生态链，借助直播
带货等新方式，加强对武陵山电商
扶贫产品的营销，网络零售额、农特
产品电商交易额等各项指标继续保
持逆势增长态势，进一步提振了消
费信心，激发了消费潜力。

“6·18”期间,仅秀山电商孵化
园就累计成交订单140万单，网络
零售额2540万元。自热火锅、豆腐
乳、酸辣粉、干吃汤圆、金丝皇菊、红
糖姜茶成为今年“6·18”秀山电商
爆款产品。

根据秀山电商大数据中心分
析，“6·18”期间，秀山周边地区农
特产品的销售比重同比去年增加
30%。武陵山区唯一的韵达快递分
拨中心自投用以来，积极整合周边
地区业务在秀山进行分拨，目前已
开通了秀山—重庆、秀山—长沙快
递专线，整合了保靖、永顺、龙山、吉
首、古丈、酉阳等周边多个区县快递
到发业务，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
进一步提升，电商规模和体量不断
增大。

在此前提下，周边地区主动找
秀山电商对接销售当地农特产品
资源的情况增多，秀山电商销售整
体形势由“企业主动向周边找货
源”向“周边货源主动找企业”转
变。

据了解，电商销售规模和体量
的增大，以及快递时效的增加和快
递上行成本的降低，为秀山电商产
品定价提供了弹性空间，让电商企
业真正做到了电商产品质优价廉，
释放了秀山电商发展红利，激发了
消费者信心，助推了消费扶贫，实现
了电商企业、农民、消费者三者共
赢。

秀山电商销售的农特产品具有
相当的价格竞争力；在直播带货周
活动中，网红主播与其粉丝的评价
普遍是“货好又划算，买买买”。

希森6号马铃薯是秀山今年打
造的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扶贫项
目，“6·18”期间，武陵山网商协会
积极动员会员企业参与销售，日销
量接近3万单，并通过此次直播带
货周的发酵，让该款产品成为持续
热销的电商扶贫产品。

秀山“6·18”消费扶贫逆势增长
整合周边地区业务，农特产品销售比重同比增30%

□本报通讯员 杨敏

6月16日一大早，家住黔江区城南
街道李家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缝纫
工雷桂香准时到达上班的服装厂，开始
一天的工作。

雷桂香是黔江区石会镇会溪村贫困
户，因丈夫受伤失去劳动能力致贫，加上
常年在家照顾卧床的丈夫，也没法外出
打工。去年底，一家人搬到李家溪安置
点后，她在安置点一家服装厂就业成为
一名缝纫工，从此有了稳定收入，“服装
厂每月有1800元保底工资，加一点班，
一个月就能挣到三四千元。”

在李家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很
多贫困户都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不但
收入得到了保障，还能照顾到家庭。

贫困户罗凤梅的家在白土乡安堡
村，3个孩子都在读书，一家人全靠丈夫
在新疆的打工收入维持生活。不久前，
她家搬到了李家溪安置点，自己也成了

安置点食用菌产业园的工人。“这是做梦
都没梦到的好事哟。”罗凤梅说。

该食用菌产业园是重庆市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建成后的
产业园将为每户搬迁户提供0.5亩左右
的菌棚，采取“公司+专业合作社+搬迁
户集中经营”模式，实现搬迁贫困户产业
全覆盖，并按参与程度，发放相应的股
金、租金、反承包和务工收入。

目前，李家溪安置点贫困户中有劳
动能力的860名居民，已有580多名实
现了就业。去年以来，黔江区完成易地
扶贫搬迁2000人，开展建卡贫困人口技
能培训5788人次，安置建卡贫困人口近
1000人，实现建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险参
保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救治建
卡贫困人口3.8万人次。

黔江：扶贫安置点建工厂 缓解贫困户就业难

文化展览室的“笑脸墙”。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巨建兵 摄/视觉重庆

干净整洁的太平场镇河沙村安置点干净整洁的太平场镇河沙村安置点 摄摄//任前蔚任前蔚

南川：抓住“三个关键”打好脱贫攻坚“百日大会战”
“贫困群众住房安全问题还有没

有遗漏？”“相关责任部门问题销号跟
进情况怎么样？”“上周回头看的帮扶
政策落实后，贫困户还有没有其他疑
问？”……虽然是周末，但南川区鸣玉
镇扶贫办公室里却一片繁忙。通过对
全镇311户建卡贫困户逐社逐户走访
后，问题整改梳理和全面自查评估正
在这里如火如荼进行。

全力以赴向贫困发起最后总攻，
确保按时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自今年4月以来，南川正举全区
之力扎实打好脱贫攻坚“百日大会
战”，鸣玉镇的热火朝天只是其中的一
个缩影。

据南川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统筹力量避免分散，为进度提供
保障，确保会战质量更高，成色更足。
自会战之初南川全区上下就已积极行
动起来，定好“路线图”、列出“进度表”、
拧紧“监督阀”，攻坚克难一路先行。

制定“路线图”
坚持目标导向，广泛凝聚攻坚
力量

“这里有多少贫困群众就业？利
益联结机制怎么建立？”会战之初，南
川区委书记丁中平，区长张兴益在第
一时间走进乡镇，详细了解产业扶贫、
村集体经济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乡村
旅游、农民增收等情况。而同步带头

深入全区34个乡镇（街道）和40个贫
困村开展走访调研的还有南川区四大
班子成员。

集中会战不是“一窝蜂”“一阵
风”，在整体计划上要立足实际统筹力
量，在具体实施中更要制定有针对性
的路线图，持续推动。

底子清才能思路明，科学制定路
线是推进精准扶贫的基础。今年4
月，南川“百日大会战”打响之后，以实
际走访为基础，制定了《全区脱贫攻坚

“百日大会战”实施方案》，明晰了确保
剩余贫困人口达到脱贫标准、化解降
低新冠肺炎疫情对脱贫攻坚影响、各
类问题动态清零、脱贫成果巩固、自查
评估、数据质量提升等六大会战任务，
以及“户户稳定脱贫、村村巩固提升、
区县问题清零”目标。

路线先行，就不能让会战盲目推
进。为了将责任落到实处，推动各项
部署落地见效，南川强化区级主体责
任、乡镇（街道）村（社）两级直接责任、
党政一把手负总责,落实区、乡镇（街
道）两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双组长
制”,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凝聚最
大合力抓推进、促落实。

严打“进度表”
盯紧时间节点，会战任务扎实
推进

刚过农业生产的关键时节，不少

南城街道半溪河村村民终于舒了一口
气：“今年受疫情影响，就担心误了农
时。”

据南城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半
溪河村是南城街道的贫困村，为了不
让村民耽误农业生产最佳时期，在百
日会战开展之初，南城街道党政主要
负责人就组织了帮扶干部全覆盖走访
贫困户，实地查看农业生产所需材料、
种子、化肥等筹备情况，了解贫困户生
产需求和面临的困难。

“通过汇总问题，我们早谋划、早
作为，实现了帮扶及时。”该负责人介
绍，如今在半溪河村，田间地头一片绿
意正为这个初夏增添不少生机。

坚持问题导向，对面上问题解决
实行周调度，这是南川确保会战有进
度，帮扶有成效的有力举措。据南川
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此，今年
4月以来，该区建立了由区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自上而下的打表推进制度，
实时收集百日大会战工作中的具体困
难和问题，做到每天研判、每周小结，
建立问题台账，倒逼问题清零。

“明确了能解决的问题在一周内解
决，不能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必须研
究出可行的对策，制定详细的实施计
划，确保不拖延。”据南川区扶贫办相关
负责人介绍，而为解决存在的“令出多
门”情况，该区还统一制定部门联动任
务表，明确工作任务、责任单位、责任领
导、完成时间、工作成效等内容。

拧紧“督导阀”
精准落实政策，常态督导跟踪
问效

6月17日，在楠竹山镇贫困户王
兴明、肖国勇家中来了不一样的客
人。由区领导牵头组织的百日大会战
督导组正在向他们了解情况，“两不愁
三保障”落实情况，贫困户满意度是本
次督导的重点。

脱贫工作是否务实？会战过程是

否扎实？脱贫成效是否真实？为了防
止“雨过地皮湿”，出现虚假整改、数据
水分、帮扶流于表面等情况，南川还在
强化跟踪督查上下了功夫。

“我们建立了完善的大会战工作
督导制度，及时开展‘回头看’，实行问
题清单销号，做到问题不整改不放过、
责任不落实不放过、追究处理不到位
不放过。”据南川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促使区级行业部门认真履职，
目前该区扶贫办、发展改革委、教委、
财政局、人力社保局、住房城乡建委、

水利局、农业农村委、卫生健康委等相
关责任部门，采取了部门领导包片、科
室包乡镇(街道)等方式，深入基层一线
开展面对面督导。同时组建了区级行
业扶贫指导组，督促指导行业扶贫政
策落地落实，指导基层抓好问题整改。

而针对“百日大会战”期间发现并
整改的问题，涉及有意遮掩和漏报瞒
报的情况,会战结束后将实行严肃追
责问责，依纪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并纳入2020年区对乡镇(街道)和区级
部门脱贫攻坚成效考核。 于澄澄

六
月
十
六
日
，
罗
凤
梅
在
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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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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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
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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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重庆日
报记者6月23日从江北区民政局
获悉，为安全有序恢复辖区养老服
务，江北区民政局出资保证核酸检
测费用，截至目前，共分期分批检测
426 人次，其中包括返院老年人
113名、返岗员工110名，实现了养
老机构“零感染”。

江北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疫情发生以来，按照民政部要

求，江北区于1月24日起对17家养
老机构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执行

“五暂停”。同时，严格落实城区养
老机构每天实地巡查一次、每3天
实地巡查一轮巡查要求；做好对老
人的心理疏导、精神慰藉等“软服
务”，“封院不封爱，隔离不隔心”。

3月13日起，按照民政部、市
民政局要求，江北区民政局及时调
整完善疫情防控策略，经签订承诺
书、活动轨迹核查、体温监测、核酸
检测无异后有序安排老年人及员工
返院返岗。目前，113名返院老年
人、110名返岗员工已分两次进行
核酸检测，并全部安全返院。

江北安全有序恢复养老服务
223名老人及员工安全返院

本报讯 （记者 张莎）重庆日
报记者从6月23日召开的巴南区

“对标国际先进标准，优化巴南营商
环境”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巴南区将
46件高频事项纳入“一件事一次
办”，办理环节由320个压减至46
个，减环节达 80.91%，减时间达
90%。

近日，市民李先生想在巴南区
接龙镇开设一家广告公司，资料提
供完毕后，区块链共享平台传输给
相关部门，后台工作人员同步进行
人工审核，不到3小时，他便领取
到相关证照章。巴南区政务服务
中心负责人介绍，过去，李先生走
完全部流程，至少需要在区、镇来
回跑五六个部门，大约需要五六天

时间。
据了解，今年3月，巴南区开始

试点“一件事一次办”，将“我要开饭
店（公司）”“我要开理发店（公司）”

“我要开广告公司”等46件高频事
项纳入其中。区政务服务中心在取
号机上设置了“一件事一次办”专门
取号类别，通过系统智能选项询问，
快速定位“一件事一次办”套餐所需
资料、流程、时间等，进入“渝快办”
网审平台申报，“一件事一次办”系
统将套餐事项自动分发到涉及部门
窗口办理、并适时监控办理进度，各
部门反馈办理结果。

目前，巴南区政务服务中心正
梳理可纳入第二批“一件事一次办”
的高频事项。

巴南区优化营商环境

46件高频事项纳入“一件事一次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