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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人才集聚是根本。
“你看，这些番茄又大又圆，颜色

也红润，肯定能卖个好价钱。”这几天，
潼南区宝龙镇严寨村欧家湾集体经济
的蔬菜大棚里格外热闹。几个月前种
植的优质番茄已经陆续成熟，红彤彤
的果实挂满了藤曼，让人垂涎欲滴，农
户们三三两两一边采摘番茄，一边话
家常，脸上溢出了灿烂的笑容。

“现在正是番茄上市的季节，我们
种植的2亩优质番茄，亩产可达8000
斤，按照现在3元/斤的市价计算，可是
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蔬菜大棚管理
员欧世林说，质优味美的番茄受到市
场欢迎，这几天已接了2000多斤的订
单。“这还得感谢我们的支部书记和带
头人欧敏。”欧世林说。

2018年8月，从严寨村走出来的
“90后”大学生欧敏，放弃了他人眼中
的国企“好工作”，被宝龙镇以本土优
秀人才引进的方式，引回老家严寨村
工作，后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在她
的带领下，村民们种植绿色蔬菜，大
力发展集体经济，逐渐摆脱贫困落后
的面貌，走上了致富奔小康的道路。

欧敏带领严寨村村民脱贫增收
的故事，正是潼南区以人才振兴推进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市委、市政府赋予
了潼南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行区和引
领区’的职责。”潼南区一负责人表示，为了
加快乡村振兴，潼南围绕“近悦远来”目标，
大力引进和培养各类人才，着力把潼南打造
成渝西人才集聚洼地。

在实践过程中，潼南创新实施“三百三
千”人才培养集聚计划，结合潼南乡村发展
现状和“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
确定以“教育、卫生医疗、旅游、现代农业、经
营管理人才”等为引才重点，以人才的梯队
发展、多层次发展为努力方向，通过“事业单
位公招考试”“三支一扶”行动计划、“千名硕
士进潼南”行动计划和定向培养师范生、医
学生等多种方式引进人才。

同时，潼南还强化培育人才，积极与清
华大学等高校合作，联合举办“4+X”专题培
训，组织民营企业家参加MBA研修，开展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培养“领头雁”计划，加
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等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目前，已选派“支农支教支医”专技人员、
科技特派员等700余人，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带头人培训，培育农业产业龙头企业、专业
大户等新型职业农民3300人，青年农民杨华
荣获“全国百名杰出新型职业农民”，重庆稻梦
空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滕文强入选首批重庆
英才计划乡村领军人才。举办“渝创渝新、赋
能潼南”等创业技能大赛8场，选拔培育“潼南
工匠”412名，崇龛镇农机手陈伟在全国农业
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全国农业技术能手”称
号，中式烹调师李右福获全市技术能手称号。

预计到2020年底，潼南将培育农村各
类实用人才1万名、乡村专业技术骨干人才
1000名、新型职业农民1500名，为乡村振
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

乡村振兴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千针
万线最终都要落实到“人”上。在如今的潼
南，各类高端科技人才正加速集聚，一大批
有理念、有远见，懂技术、懂市场的新农人正
在涌现，成为潼南乡村振兴一线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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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潼南 内外兼修绘就乡村振兴靓丽底色
“党和政府来帮扶，我

的贫困帽子早就甩到山那

边。我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撸起袖子加油干。多养龙

虾多养猪，用勤劳的双手描

绘小康生活新画卷！”感叹

于现在的幸福生活，前段时

间，潼南区双江镇管店村贫

困户李建用一段快板书，说

出了众多贫困户的心里话。

潼南是我市首批摘帽

的贫困县。近年来，潼南区

在完成脱贫摘帽的基础上，

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将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结

合起来，坚持内外兼修、因

地制宜、因势利导，在基础

设施、产业发展、人居环境

等方面，统筹推进贫困村与

非贫困村同步发展，逐步绘

就出一幅新时代乡村振兴

的美丽画卷。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很多贫困村都

发展起特色产业，但一些“特色产业”抗
风险能力弱的问题客观存在，一旦遇到

“风吹草动”，很容易导致参与该产业发
展的贫困户返贫。

为了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潼南区
建立了统筹推进机制。在推动产业发
展上，潼南区一方面全面整合农业、国
土、水利、交通等项目资金，充分结合地
形地貌、土壤土质等特点，集中流转、整
治、出租土地，变贫困村“闲散资源”为

“优质资产”。

另一方面，实行模块招商，积极对
接城市资本投资需求，打造“3+X”产业
模块基地，集中引进特色种植养殖和农
产品加工项目，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做大
规模、延长链条，以此带动贫困户持续
稳定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前几年，潼南区寿桥镇碉楼社区三
社建卡贫困户黄明英,因丈夫和女儿接
二连三地病倒，家庭一时陷入了困境。
随着潼南小龙虾产业快速发展，在帮扶
干部的建议下，她将家里的4亩水稻田
规整好，凑钱买了虾苗开始养小龙虾。

“村上为我免费安装了虾网，送来

了技术，今年4月已经有人高价来收我
的小龙虾。”黄明英说，今年卖小龙虾她
已经赚了2万元，通过“稻虾共养”这种
新模式，让她既可以照顾家人又可以解
决经济困难，她对未来充满信心。

目前，潼南统筹产业发展的方式已
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共建立主导产业
和增收产业基地300余个，规模化产业
基地达9.1万亩，实现了村村都有规模产
业覆盖的目标，拥有千亩以上规模化产
业基地的贫困村（社区）达到30个以上。

尤其是柠檬、小龙虾、蔬菜、花椒、
油菜“五朵金花”发展势头强劲。“潼南
绿”蔬菜闻名全国，蔬菜年产量200万
吨，被命名为“中国西部绿色菜都”；
柠檬种植面积32万亩，产量28万吨，被
誉为“国际柠檬之都”；油菜种植规模达
30万亩，产量全市第一，万亩油菜花海
全国闻名，助推了农旅融合发展；生态
小龙虾养殖规模达到5万亩，是西南最
大、全国第三的小龙虾养殖基地；花椒
面积达8.6万亩，是全市花椒产业规模
化产业化发展的“标兵”，为坚决防止已
脱贫人口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人口，着
力提高贫困群众满意度和农民收入，实
现乡村振兴、“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重点。
漫步在塘坝镇天印村的河畔景观

步道上，清脆的鸟叫声和蝉鸣声不绝于
耳，阵阵微风夹杂着泥土的清香扑鼻而
来。景观步道上，不少居民三三两两并
肩散步谈笑，好一幅和谐自然的美丽乡
村画卷。但就在几年前，这条河流却是
条人人避之不及的“臭水沟”。

“以前这条河又脏又臭，河面上还漂
浮着许多垃圾，路过这里都要捂着鼻子
走。”家住河边的天印村居民王爷爷感慨
地说，现在不一样了，经过政府专门整治
后，河水变得干净清澈，村民们没事就来
这里钓钓鱼、赏赏景，好不悠哉。

与此同时，在塘坝镇天印村经常会
看到这样一幅热闹的场景：干部和村民
拿起扫把、铁锹、垃圾车等工具，扫的
扫，夹的夹，清的清，推的推，撸起袖子
干得热火朝天，从打扫路面落叶、垃圾
到街道边的“牛皮癣”再到水中的漂浮
物，不放过任何卫生死角，人居环境逐

渐得到显著改善。天印村也因此获得
了全国首批“绿色村庄”、市级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示范点、重庆十大特色乡
村、首批重庆市美丽宜居乡村等众多殊
荣，成为了美丽乡村“新标杆”。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推
行绿色健康生产生活方式，潼南区在全面
实现建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存量危房全
部动态清零的基础上，深入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三清
一改”村庄清洁行动。仅2019年，潼南区
就整合各类资金6500万元，共完成15个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改厕1.89万户，农村
危房改造1447户，整治“大棚房”违规项
目30个，使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潼南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加强水污染治
理、水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污染防
治攻坚战成效显著。

“在治水上，我们加快了涪江、琼江
生态治理。”潼南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9年，潼南投入2亿元加强
琼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还与长江生
态环保集团合作投资15亿元，实施涪江
流域污染综合整治PPP项目，完成三块
石大坝生态修复，巩固非法码头、非法采
砂整治成果，加快推进城区黑臭水体整
治，全区各级河长累计巡河1.8万余人
次，巡河里程达2.1万余公里，涪江常年
保持Ⅱ类水质、琼江稳定达到Ⅲ类水质。

同时，潼南大力开展国土绿化，使全
区森林覆盖率达到48%。聚焦突出环
境问题，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区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30天，比上年同
期增加13天，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此外，潼南关闭禁养区畜禽养殖场
所87处，完善涪江、琼江潼南段沿线20
个镇污水管网设施，安装污水管网
55.56公里，改造升级城区生活污水处
理厂和7个场镇污水处理厂，使乡村生
态环境越来越好、颜值越来越高，成为
人人向往的“美丽乡村”。

“五朵金花”助脱贫 产业发展促振兴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铺就乡村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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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油菜花海

万亩蔬菜基地

宝龙镇严寨村欧家湾蔬菜大棚里的番茄丰收

万亩柠檬基地

贫困户文启成看到自家的花椒丰收乐开了花

农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农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塘坝镇天印村—塘坝镇天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