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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汤艳娟

农业产业利益联结 100%的贫困
村、100%的贫困户，农村电商产业链
覆盖 100%的贫困村、80%的贫困户，旅
游产业扶贫带动 2.8 万余名贫困群众增
收……

9月8日，重庆市脱贫攻坚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秀山专场举行，现场发布的一组
组数据生动地诠释着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近年的脱贫攻坚成效。

秀山县于2017年11月正式退出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85个贫困村全
部脱贫出列。截至2020年9月5日，全县
16800户70530名建卡贫困人口现行标准
下均已达到脱贫标准。

重庆日报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该县
严格按照“四个不摘”要求，因地制宜发展
扶贫产业，因势利导推动脱贫攻坚走上了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绿色产业——
让贫困群众分享产业红利

秀山县位于武陵山区中心腹地，属于
武陵山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少数民
族聚居区、革命老区。

“坚持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主要途
径和长久之策。”秀山县委书记向业顺介
绍，秀山在产业扶贫中唱响了绿色发展的
主基调，主抓了支柱产业、产业规模、利益
联结的“三篇文章”。

“首篇文章”是推动支柱产业全面覆
盖。近三年来，该县立足优质粮油、茶叶、
油茶、土鸡和中药材等产业基础，着力培育
和提升特色扶贫支柱产业，基本形成全县

“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实现贫困家庭户均
有1个以上产业增收项目。

“我们的‘第二篇文章’是推动产业规
模全面扩大。”向业顺介绍，截至目前，该县
累计建成特色种植业基地96万亩，其中中
药材38万亩、茶叶14万亩、油茶23万亩、

柑橘21万亩，茶叶、油茶基地面积均居全
市第一，年出栏畜禽达1100万头（只）以
上。

在做好这“两篇文章”的过程中，秀山
县始终将落脚点放在“第三篇文章”上——
推动利益联结全面强化，让贫困群众分享
产业红利。该县采取“入股+分红+务工”

“保底+分红”等多种方式，强化专业合作社
与扶贫对象之间的利益联结，多渠道增加
贫困群众收入。以银花、茶叶为例，今年预
计银花产值6.2亿元、带动1.7万贫困人口
人均增收4000元以上；茶叶产值13亿元、
带动1.97万贫困人口人均增收2500元以
上。

农村电商——
让沉睡资源变现

曾经的秀山，受内陆空间限制、交通
制约，几千款农特产品仅有600种变成了
商品，大多数只能在大山中“沉睡”。通

过近6年时间探索发展农村电商，如今秀
山已让贫困群众靠卖农产品过上了好日
子。

“农村电商要发展好，主要解决‘怎么
卖’‘卖什么’‘谁来卖’的问题。”向业顺说，
秀山不断完善电商产业园功能，建立农村
电商乡镇服务中心、乡村服务站点等，解决
了“怎么卖”；为了直接让贫困农户成为电
商产品供应商，该县建立电商产业扶贫基
地2000余个，投产自热火锅等电商产品加
工线44条，发展电商企业1760家、网络店
铺1.73万个，回答了“卖什么”的问题；为了
破解“谁来卖”，秀山县采取学校培训、基地
实训等方式，目前全县培养电商从业人员
达2.1万人。

近6年，秀山电商交易额、网络零售
额分别累计达535亿元、102亿元，通过
农村电商卖出 44.6 亿元的农特产品，让
80%的贫困户直接成为了电商产品“供应
商”。

生态旅游——
让自然人文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向业顺介
绍，近年来，秀山县依托旅游产业扶贫，带
动了2.8万余名贫困群众增收。

一方面，该县依托川河盖、洪安等拳头
景区，采取搬迁、经营、就业等方式，引导带
动贫困群众参与旅游开发；另一方面，依托
乡村旅游打造扶贫载体，发展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扶贫基地1483个、乡村旅游接待
户520家，带动贫困群众通过就近务工、土
地入股、租金收入、自主经营等方式，有效
拓宽旅游增收渠道。

除此之外，秀山县还不断丰富旅游业
态，积极举办龙凤花海、金山银山等旅游节
会活动，大力发展非遗主题游、乡村体验游
以及生态康养产品，培育秀山竹编、钟灵毛
尖、秀山土鸡等旅游商品品牌50余个，丰
富特色旅游扶贫业态。

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

秀山脱贫攻坚唱响“绿色发展”主旋律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重庆日报记者9月8日从重庆
市脱贫攻坚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秀山专场获悉，近年来，秀山
消费扶贫已服务了武陵山区
44个贫困区县，有效促进产品
变商品、收成变收入、服务变劳
务。

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通过
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
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近年
来，为了提升消费扶贫的供给能

力，秀山县认定了消费扶贫供货
商122个、产品164个，依托中
医药、食品加工企业，延长扶贫
产业链条，培育各类农特产品加
工企业1320家，开发农特产品
820余款。

为了打造消费扶贫的展示
窗口，秀山县在市内外建成扶贫
产品销售专柜280个，投用武陵
山消费扶贫交易中心。目前，该
县已吸引武陵山区44个贫困区
县的近1000款扶贫农特产品入
驻展销。

秀山消费扶贫中心服务周边贫困区县

吸引近千款扶贫产品入驻展销

□本报记者 汤艳娟

地处“世界桌山”川河盖景
区核心区域的秀山县涌洞乡楠
木村，平均海拔1200米，年平均
气温12.1摄氏度，高山草场、盖
岭山原等生态景观绚丽多姿、风
光旖旎。

然而，在2013年以前，因交
通条件落后等原因，楠木村村民
收入来源狭窄，收入总量有限，
是秀山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
一。全村661户2079人中，建
卡户达156户637人，村民年人
均收入仅500元。

这样一个贫困村，如何走上
脱贫之路？

秀山县委书记向业顺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我们在开展旅
游扶贫过程中，借这里美丽的
自然风光，帮助该村以景点景
区建设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

近年来，秀山县引导楠木村
村民紧紧抓住川河盖景区建设
机遇，通过就业务工、自主经营、
土地流转等方式积极参与景区
建设，先后建成高山生态避暑纳
凉和观光农业点4个、农家乐

12家、旅游接待户39家。该村
的旅游设施相关建设的用工，直
接或间接覆盖了85%以上的建
卡贫困户。

58岁的村民龙子德因病只
有半劳动力，家里有 3 个孩
子。2013年，龙子德家因学因
病致贫，被评定为建卡贫困
户。为了帮助这个家庭搭上村
里的旅游快车，楠木村帮助龙
子德获得了月收入800元的护
林员公益性岗位，推荐其妻子
到景区当保洁员，月收入2500
元。2018年，龙子德一家顺利
脱贫。

不仅如此，为了扩大村民的
旅游综合收入，楠木村还立足走
农文旅融合之路，发展了茶叶
300亩、银杏400亩、高山蔬菜
500亩、金银花500亩，养殖中
蜂3000桶。

“2019年，楠木村村民年人
均收入达8500余元，比2013年
足足增加了8000余元。”向业顺
介绍，下一步，该县还将围绕打
造文旅融合新高地，不断总结旅
游扶贫经验，大力发展山地旅
游，持续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致
富。

秀山楠木村搭上旅游快车
村民年人均收入从500元涨至8500元

文明城区建设推动基层治理报道之二

渝北 以文明素质提升推进公共秩序治理

9月 1日上午，到渝
北区龙山街道公共服务
中心购买城乡医保的市
民王安平，到取号台取了
号码后，就安心地坐在有
空调的休息区内等待。

10分钟后，呼叫系统
自动呼叫他的号，请他到
窗口办理。短短的几分
钟就把事情办好了。

“以前，只要来办事
的市民一多，这窗口前就
乱哄哄的，都相互挤上来
想早点办。”龙山街道公
共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说，现在好了，前来办事
的市民都很自觉，取号安
心等待，服务大厅里也井
然有序了。

渝北区文明办相关
负责人说：“如今在渝北，
不遵守公共秩序的现象
越来越少了，这也是渝北
市民文明素质提升的体
现。文明素质的提升，推
进了渝北的公共秩序治
理。”

文明出行
规范城市交通秩序

8月30日，渝北广场路口，车辆和
行人在红绿灯的指挥下有序通行。

以前，这一路口的人行道两边，站
着两位文明劝导员，等绿灯亮了，吹一
声哨子，再放行人过马路。可如今，虽
然没了劝导员，但过往的行人都很自
觉，不闯红灯。

“看到文明劝解员站在马路上劝解
的辛苦，我也会自觉遵守人行规则。”渝
北两路城区市民张全友说，通过“守法
礼让、文明出行”的宣传教育，如今的渝
北人，文明出行的意识已大为增强了。

除了行人的文明出行意识增强，机
动车驾驶员也通过持续的“礼让斑马
线·文明我点赞”文明交通宣传，再加上
对机动车在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的严格
执法，不礼让行人的行为也大幅度减
少。

与此同时，渝北在缓解交通拥堵
上，还加快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
文明执法。

据介绍，自2018年以来，渝北先后
实施了悦港大道、春华大道（鹿山隧道
段）等13条内部和跨区主干路建设；加
快了机场高速联络道、数据谷北立交、
春华立交等6座城市立交项目建设进
度；打通了松鹤路（三期）、碧桂园周边

道路等14条断头路和21个公共停车场
建设；推进兰馨大道人行地通道、盛景
天下人行天桥、凯旋国际人行天桥等14
座人行过街设施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
交通环境。

与此同时，渝北还通过强化文明执
法来缓堵保畅，在强化常态化交通违法
整治的同时，自2018年以来，加强了交
通信号设施规范化建设，优化交通信号
灯842处、完善道路标志标牌901处，
让群众明明白白出行；同时，优化城市
交通组织，采用单向交通组织、可变车
道、潮汐车道、公交专用道、定向车道等
措施，缓解早晚高峰主干道及重要点段
的交通拥堵；并推进智慧交通管理系
统，投入6500余万元，建设完成中心智
能交通集成管控平台，累计实施新建、
改造交通信号点位 51 处、诱导屏 22
处、微波采集98个、地磁采集64个等
建设点位 422 处，并实时发布交通管

制、恶劣天气等出行提示信息，方便群
众畅通出行。

文明上网
净化文化环境

渝北区的龙山街道和仙桃街道，成
为“扫黄打非”进基层市级示范点后，各
方面的文化环境，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净
化。

“在净化文化环境和秩序中，渝北在
严格管控的基础上，注重提升市民自觉抵
制不良文化信息的自觉性。”渝北区文旅
委相关负责人说。

在严格管控中，渝北通过深入实施
“扫黄打非·正道”和“扫黄打非·新风”两
大集中行动，认真开展“清源”“固边”“秋
风”“净网”“护苗”这“五大专项行动”，检
查印刷企业130余家次，查处违规印刷企
业2家。巡查7700余家属地网站，删除

有害信息500余条。检查网吧、歌舞娱乐
场所300余家次，查处违规经营网吧2家、
停业整改2家。

在强化执法管控的同时，渝北加强了
宣传教育引导。围绕“护助少年儿童健康
成长，抵制有害出版物和信息”主题，开展

“绿书签行动”、“网络安全进课堂”等宣传
活动，发放“护苗”专项行动海报2000张、

“绿书签”1000余张。

文明餐饮
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前不久，渝北区在余松路社区的三
条美食街，开展“吃得文明我在行动”主
题宣传活动，市民群众广泛参与。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渝北区文
明办的牵头下，渝北将推广使用公筷公
勺，作为餐桌文明和疫情防控重要抓
手，培育市民群众文明健康生活习惯。

今年初，渝北区文明办印发了《渝
北区“吃得文明”主题活动实施方案》，
将推广使用公筷公勺作为重要内容，并
纳入全国文明城区常态管理，推动工作
常态长效。

与此同时，渝北区委宣传部、区文
明办、区委网信办等联合发布“吃得文
明”主题活动倡议书，广泛倡议使用公
筷公勺，转发、点赞量逾 16 万人次。
渝北时报刊载“推广使用公筷公勺”公
益广告 36 条次；在渝北掌媒 APP 首
页、渝北手机报、渝北网每日刊载。制
作海报 3 万张、挂牌 5000 块、桌牌
8000 个，在星级饭店、美食街等餐饮
场所广泛宣传。各镇街、各部门机关
食堂也广泛设置文明用餐标牌标识，
推广公筷公勺。

渝北还将推广公筷公勺纳入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内容。重庆八中、渝北
区住房城乡建委等13个文明单位，蒋芯
家庭等15个文明家庭，公开承诺践行

“吃得文明”健康理念，形成头雁带动。
同时，抓住重点场所，完善餐饮行业服
务规范，在火锅店等场所开展使用公筷
公勺引导，在星级饭店、宾馆酒店全面
提供公筷公勺。

8月28日中午，有200多人就餐的
渝北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食堂里，职工
们的餐盘里除食物残渣外，基本没有浪
费的食物。

在渝北区的各大酒店、餐馆里可以
看到，每张餐桌上都有一个“反对浪费、
节俭惜福”“不剩菜、不剩饭”的宣传
牌。在餐厅醒目位置还可以看到“远离
浪费、文明用餐”的宣传海报。

“您好，您目前点的两菜一汤已经
足够你们两个人吃啦，一会不够我再给
您点，以免点多了吃不完浪费。”遇到顾
客“超量”点餐的行为，服务员会温馨提
醒顾客适量点餐。

“市民的文明素质，已较为充分地
体现在了餐桌上，并推动了文明餐饮，
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渝北区文明办
相关负责人说。

王彩艳 杨敏

大龙山公园片区 摄/任天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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