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贫困群众收入显著提高

贫困发生率降至00..1212%%

14个国家贫困区县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9年
13832元

2014年
8044元

年均增长11.7%

降至目前
0.12%

2014年
7.1%

贫困发生率

未脱贫人口2.44万人将于年底前全部脱贫

动态识别的185.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已脱贫182.6万人

截至目前，全市
14个国家级贫困区
县、4个市级贫困区
县 全 部 脱 贫 摘 帽 ，
1919个贫困村全部
脱贫出列，区域性整
体贫困得到有效解决

本报讯 （记者 戴娟 见习记者 何
春阳）答好新冠肺炎疫情“加试题”，如期完
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7月8日召开的
市政协五届十四次常委会上，市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通报我市脱贫攻坚情
况时表示，我市坚持把统筹“战疫”“战贫”作
为工作主线，重点通过五个方面的举措，有
效化解疫情对脱贫攻坚影响。

据介绍，针对疫情“大考”，今年以来我
市专门成立化解疫情影响专项小组，研究制
定70余项政策措施，建立疫情影响应对周
调度机制，确保不因疫情影响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如期完成。

与此同时，我市在五个方面推出重点举
措。首先是把贫困群众稳岗就业作为重中
之重。精准输送岗位，提供点对点服务，落
实就业扶贫政策资金超过1.8亿元，已返岗
务工贫困劳动力达72.01万人，超过去年务
工人数；公益性岗位就近安置贫困人口9.08
万人，比去年增加1.58万人。

其次，全力推动扶贫企业复工复产、带
贫惠贫。目前全市998家扶贫龙头企业已
全部复工，吸纳贫困人口就业1.9万人；320
家扶贫车间已全部开工复工，吸纳贫困人口
就业2.21万人。

其三是加快扶贫项目开工建设。截至

目前，已开复工扶贫项目8766个，扶贫项目
续建、当期项目开工率达100%，已基本抢回
来被疫情延误的建设工期。

其四把消费扶贫作为应对疫情影响的
有效手段。全市认定扶贫产品1330个、供
应商3031家，销售扶贫产品23.9亿元，大力

推动“直播带货”和电商扶贫，滞销农畜产品
已全部销售。

其五是切实解决贫困群众基本生活问
题。对确诊患新冠肺炎的贫困群众，按低保
标准2倍发放临时救助金。将受疫情影响
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脱贫人口、边缘人口作
为动态监测的重点对象，及时落实帮扶政
策，目前没有出现因疫致贫和返贫。

通报称，截至目前，全市14个国家级贫
困区县、4个市级贫困区县全部脱贫摘帽，
1919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区域性整体
贫困得到有效解决；动态识别的185.1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已脱贫182.6万人，贫困发
生率由2014年的7.1%降至0.12%，未脱贫
人口2.44万人将于年底前全部脱贫，绝对贫
困现象总体消除，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
成。

现在距离年底交账只有170天左右时
间，为全力克服疫情影响，不折不扣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我市将继续坚持定期分析调度
机制，及时研判疫情带来的新困难新挑战，
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脱贫攻坚政策措
施，加大就业扶贫、消费扶贫、产业扶贫等力
度，加快扶贫项目建设，防止因疫情造成致
贫和返贫，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

答好“加试题” 打赢攻坚战

重庆“五管齐下”化解疫情对脱贫攻坚影响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杨
熳丽)高校毕业季来临，重庆日报记者7月
10日从高新区了解到，针对高校毕业生面临

的就业和创业问题，该区打出“组合拳”，为
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精准服务。

在电脑上登录“高新区精准就业平台”，
立刻跳出数千条岗位信息。与许多网络招
聘平台不同的是，该平台的信息均通过大数
据进行了智能匹配，具有较强的靶向性，提
高了招聘的成功率和稳定率。

目前，“高新区精准就业平台”已实现成
渝人才数据共享1000余条，举办线上及线

下高校专场招聘会7场，组织362家用人单
位参会，发布3000余个岗位信息，促成303
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对于大学生创业来说，资金和信息是最
大的瓶颈。为此，重庆高新区为大学生创业
打造“升级版”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将个人最
高额度提高至30万元，符合国家标准的创
新型企业最高额度提高至500万元。目前，
已审核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40万元，有效

缓解了大学生创业资金匮乏等难题。同时，
重庆高新区还举办各种专题培训会，为大学
生创业提供政策指导。

近日，曾家镇联合重庆市人才交流服
务中心在“大创慧谷”大学生创业园开展
专题培训会，围绕创业担保贷款条件、贷
款额度、贷款申请流程等内容进行讲解，
结合案例对企业与员工在劳动合同签订、
保险购买等方面所经常出现的问题进行
分析，给大学生创业者打上一剂“预防
针”。

“下一步，我们还将通过QQ群、微信
公众平台等提供政策咨询，跟进大学生创
业相关服务。”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

高新区打出“组合拳”

精准服务大学生就业创业

□本报记者 赵迎昭

7月9日上午10点多，杨家坪商圈逐渐
热闹起来，位于商圈核心的九龙书城迎来络
绎不绝的读者。“80后”市民戴旺进入书城，
直奔二楼咖啡厅，点了一杯青柠薄荷后，打
开电脑开始工作。

这几年，重庆涌现了很多有设计感的独
立书店，新华书店的陈设也进行了升级，不

少市民已经习惯在书店看书和工作。“以前，
我差不多两个月才逛一次书店，而最近几
年，我每个月都要来书店两三次。”戴旺说。

逛书店、参观博物馆、观看各种演出，成
为戴旺小家庭的文化消费方式。而在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戴旺长辈的文化生活却十分
单调。透过这个普通家庭的文化消费之变，
可以看出，如今，文化产品日渐丰富多元，已
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从蹭书到月花千元买书
“这本书特别有意思，我准备把它送给

朋友。”当天，戴旺从书包中拿出《中国天文
考古学》对重庆日报记者说，这本书的作者
思维开阔，认真读下来受益良多。

去年，戴旺和朋友合作创办了一家文化
传播公司，为拓宽知识面，他更加频繁地走
进书店，“我最喜欢逛精典书店，经常在里面

‘泡’一整天，有一个月甚至花了1000多元
买书。”

仅去年一年，戴旺就在书店和网上买了
200多本书。现在，朋友经常请他帮助挑选
好书，他也经常将好书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他真的成‘书痴’了。”戴旺的妻子肖

莉说，家里的书柜、桌子、阳台甚至床下都
堆满了书。戴旺还经常给3岁的儿子买各
种地图和绘本，从小培养他对世界的好奇
心。“小时候家里几乎没有课外书，我的小
姨是政治老师，于是我经常到她家蹭书
看。”戴旺笑着说，“和我小时候相比，儿子
真是太幸福了。”

肖莉的父亲肖长富说，二三十年前他买
书一般去解放碑的新华书店，“而如今，书店
越来越多，网购渠道也越来越畅通，人们买
书看书更方便了。”

（下转3版）

一个普通家庭的文化消费之变

“感谢党和政府让我们这个
破旧小区变漂亮了,我下雨天也
要出门围着小区转几圈!”7 月 11
日上午,家住沙坪坝区渝碚路街
道灯头小区的王婆婆在家人陪伴
下冒雨在小区散步。

有40年历史的灯头小区,居住
着180户居民,过去因疏于管理，小
区不仅破旧且“脏乱差”,不少住户
因此搬离。随着我市对老旧小区
的改造,不到一年时间，这个小区
就变成清爽整洁、管理有序的幸福
小区,一些搬走的居民又喜滋滋地
搬回来了。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小区变样
居民回归

资料来源：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制图/乔宇

□本报首席记者 申晓佳

7月7日，重庆市巫山县职教中心学
生罗雪梅，和同学们一起来到青岛。第
一次离开大山看见大海的他们，激动万
分。

罗雪梅的家乡在巫山县铜鼓镇观阁
村，和其他23名同学一样，是巫山的建
卡贫困户学生。此次他们前往青岛，并
不是游山玩水，而是进入山东省青岛市
海尔工业园，参加入职培训。

“感谢学校和政府给了我们这么好
的机会！”罗雪梅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
命运会发生这样的改变。而这，只是鲁
渝扶贫协作十年来的一个缩影。

7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发展
改革委获悉，鲁渝扶贫协作自2010年启
动以来，直接惠及重庆贫困群众数十万
人。鲁渝扶贫协作还被收录进中国社会
扶贫创新行动优秀案例集，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给予了充分肯定。2019
年度国家脱贫攻坚东西部扶贫协作考
核，山东和重庆均位列“好”等次。

深入协作
线上招聘、扶贫车间

等多举措帮扶就业

酉阳县龙潭镇丹泉村村民冉俊松，
如今在山东省东营市一家工厂工作。说
起鲁渝扶贫线上招聘，冉俊松连连“点
赞”。

原来，冉俊松家是建卡贫困户，往年
全家人都靠他的务工收入维持生活。但
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务工机会
骤减。春节后，冉俊松只得窝在家里。

正在全家人愁眉不展的时候，前来
宣传的酉阳县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告诉冉
俊松，通过鲁渝劳务协作平台，可以参加
线上招聘找工作。冉俊松立刻决定参
加。

3月底，他和另外77名来自建卡贫
困户家庭的劳动力一起坐上酉阳县安排
的大巴专车，前往山东工作，月收入
3000多元。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

冉俊松并非个例。据了解，为实现
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山东企业顺利复工复
产，鲁渝双方积极对接，山东省人社厅筛
选提供152家企业2.8万多个适合贫困
人员的务工岗位，重庆市人社局广泛宣
传鲁渝劳务扶贫协作优惠政策。

此外，两省市人社就业部门还创新
贫困人口就业技能培训方式，携手推出

“线上”技能培训，开发就业创业网络课堂和网络培训课程，引
导贫困劳动力参加线上就业技能培训。

来自市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鲁渝两省市进
一步健全就业扶贫合作机制，实施“春风行动”线上招聘和“百
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组织近3000名贫困劳动力参加线
上就业技能培训。按照“分批有序错峰”要求，采取“点对点”包
机、包车等方式，转移贫困人口赴山东就业1218人，并通过开
发公益性岗位、扶贫车间复工复产等，解决贫困人口就近就地
就业3930人。转移就业、就近就业均已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据介绍，鲁渝扶贫协作启动以来，双方突出组织化劳务协
作，截至目前，山东省已帮扶我市近2万名贫困人口实现转移
就业或就近就地就业。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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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
科普展在重庆科技馆开展

7月11日，在重庆科技馆，“仰望星空”科普展览现场，一
名小朋友被月亮环绕地球的模拟仪吸引。当日，由重庆市科
协主办的“仰望星空”科普展览开展。

展览设有遥望深空、漫游太阳系、巧量天宇 3 个主题展
区，展示了前沿的天文科技知识和信息、数学方法在天文领域
中的应用以及天文学家的故事等内容。观众通过丰富的展
品，将了解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四季星座交替等知识。展
览将开放至11月29日，市民可前往科技馆免费参观。

记者 谢智强 张亦筑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白麟）7月8日，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下属重庆城市通卡
支付公司与成都天府通金融服务公司

在遂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推动
成渝公共交通票务互联互通互惠。目
前，双方正加紧推进两地公交卡系统兼
容联通，最快今年底，成渝公交系统将
实现“一卡通”。

重庆城市通卡支付公司董事长曾
靖介绍，在成渝联合推进城市公共交通
服务一体化背景下，两地公交票务公司
正在积极开展系统整合和同步调整。

“从总体架构而言，国内各大城市公交
票务系统差别不大，但每个城市推进的
进度是不一样的。”曾靖表示，成渝需要

对 IC卡以及各自公交系统的票务规
则，包括计费结算等进行标准化改造。
待两地数据系统和发卡系统改造调整
完毕后，将发放新的公交IC卡，市民持
新卡可在两地通用。

目前，国内主要城市群中，京津冀
已基本完成公共交通票务互联互通，长
三角、粤港澳和成渝均在推进有关工
作。成渝两地的工作进度大致相同，目
前公交车系统的改造已接近完成，下半
年将重点推进轨道交通领域的系统改
造。

成渝公交系统今年底有望实现“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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