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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南岸区长嘉汇，游客在色彩缤纷的“布娃娃墙”前拍照。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10 月 3 日，游客冒雨游览万
盛经开区黑山谷。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10月6日，游客在黔江区濯水古镇景区游玩。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10月5日，酉阳酉州古城，土
家姑娘在表演舞蹈。

长假期间，酉州古城举行“土家
姑娘抛绣球征婚”、跳摆手舞等多项
活动，热闹非凡。

特约摄影 陈碧生/视觉重庆

▲10月5日，三峡博物馆内，游客在奎星楼木质模型前
参观。 记者 魏中元 摄/视觉重庆

▲10月5日，游客在解放碑“打卡”拍照。
记者 魏中元 摄/视觉重庆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各大商圈、景区，

游客络绎不绝，人气十足，“黄金周旅游”强

势回归。

■市文旅委数据显示，假期前 4 天，全

市范围内仅 253 家 A 级景区就接待游客

591.3万人次，同比恢复82.7%。

■全国范围内，旅游业的火爆情形比比

皆是，被认为是“迄今表明中国从疫情中恢

复过来的最明确信号”。

“黄金周旅游”强势回归

（上接1版）
小病不出村，大病有保障。早几

年，村民们常说“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
养”。现在，“手机一拨打，医护来到
家”。全村贫困户有了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住院就医实行“先诊疗后付费”、“一
站式”结算，得了大病还能享受大病救
助政策，堵住了因病返贫的源头。村民
谭启桂过去和丈夫做中药材生意，家境
还过得去。2017年丈夫查出结肠癌后，
一次手术下来家庭就坠入贫困。丈夫
担心钱花了，人也没了，拒绝再治疗，她
也一度打算让孩子退学。绝望之中，贫
困户大病保障政策给了他们曙光，如今
丈夫身体已经恢复健康，夫妻俩又重新
操持起生意了。经历类似的还有村民
谭登周，他感慨地说：“没有党的好政
策，我的坟头早就长草了！”如今，他种
了7盆兰花，养了5群中华蜜蜂、19只土
鸡和鹅。他说：“我答应过总书记，病好
了，也要做点事。虽然我的腿脚不太利
索，但在脱贫致富的路上，也要努力向
前跑、不掉队。”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以前，
华溪村的民居多数是土木结构，不少年
久失修、歪歪斜斜，还有的电路老化，有
村民曾因火灾致贫返贫。如今，在上级
推动和帮扶下，村里落实易地搬迁、危
房改造等政策，13户贫困户搬进了新
房，17户贫困户改造了房屋，村里的老
旧电线也都全部更换了。大半辈子独
居在破旧木屋中的贫困户谭启宇搬进
新房时，激动得流下了泪水。他说：“做
梦都没有想到，60多岁了还能住上这么

好的房子。”2017年以前，村里饮水安全
很成问题。现在，村里成立了“人饮协
会”，通过村民自治方式把自来水入户、
管护、收费全部管了起来。如今，水龙
头一开，净水哗哗而来，做饭、洗澡方便
了，旱厕也彻底消灭了，村里9成以上农
户买了洗衣机，再也不用到河里洗衣服
了。

道路变通畅，出行享便捷。过去，
华溪村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泥石路通
向村外，生产生活物资基本靠马驮人
扛。如今，村里全面实现了组组通水泥
公路、户户通人行便道，还安装了太阳
能路灯，村民们走到哪里都感觉踏实放
心。

产业在奔跑中壮大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
策。华溪村过去穷，只能解决温饱问
题，很大原因在于只有苞谷、红苕、洋芋

“三大坨”，没有任何能致富的产业。如
今，村里抓住产业这个根本，规划产业、
发展产业、壮大产业，为脱贫致富提供
了动力源。

规划搞起来。华溪村山高谷深，植
被茂密，百花绚烂。村里结合县里30
万群中蜂产业发展规划，重点打造“中
华蜜蜂谷”，紧紧抓住蜜蜂做文章。现
在，主导产业覆盖了所有贫困户，2019
年带动贫困群众户均收入5890元。在

发展中蜂产业的同时，村里还规划种植
脆桃、脆李、吴茱萸、木瓜等集观赏、蜜
源、增收功能于一体的经果林；林下套
种效益好的辣椒、西瓜、黄精等，对生态
要求极高的莼菜种植也发展起来了。

企业办起来。华溪村的干部群众
认识到，培育市场经营主体是产业发展
的支撑。为此，成立了村集体股份经济
联合社，并与16户村民共同出资成立
了旅游公司。村里有了公司，发展就有
了依托，村民们的积极性也就调动了起
来。村里依托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开办
网店，建成扶贫车间，推动产业从“一产
独撑”到“接二连三”。去年，村里的农
副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卖到北京、上海、
广州等地，销售收入达到212.3万元。

资源活起来。产业发展盘活了140
亩撂荒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后，293
户村民用1088亩耕地的经营权入股旅
游公司，使沉睡的土地资源变成了资
产。尝到甜头的村民们还把溪流、古
桥、老树、土家族吊脚楼等文旅资源整
理出来，变成了发展生态旅游的资产。
如今，“家乡就是好地方，挣钱不用去远
方”正成为全村人的共识。2019年，华
溪村有26人返乡创业和发展生产，建
立了15家品牌民宿，全村旅游创收50
余万元，带动30户贫困户增收。

利益联起来。过去，由于发展思路
受限，产业发展较少惠及贫困人口。如

今，村联合社在劳务用工和效益分红
中，重点向贫困人口倾斜，将贫困户纳
入产业发展链条。同时，探索建立兼顾
股东、困难群众、村集体三方利益的共
享机制，把村联合社利润的60%用于全
体社员分红，30%作为村扶贫济困基
金，10%作为村集体公益金，使全村人
都能受益。贫困户陈朋过去不爱劳动，
还染上酗酒的毛病，曾经把村里送的一
头能繁母猪转手卖掉换酒喝。如今，在
利益联结机制下，他把自家7.54亩田地
入股公司后，每年享受租金和年底分
红；又代种代管4.9亩黄精，2019年工
资收入4900元；黄精上市后，还能分得
20%的收益。在村里党员、干部的教育
带动下，陈朋不仅不再混日子，还积极
要求进步入了党。他说：“村里变化这
么大，感觉日子有了奔头。现在入了
党，更要发挥带头作用。”

力量在奔跑中凝聚

我们在调研中，感触最深的是华溪
村干部群众精气神的变化，听得最多的
话是感谢党、感谢总书记，见到最醒目
的标语是“总书记来了咱家乡，我更要
努力奔小康”、“如今政策就是好，我要
努力向前跑”。

强化党建引领。华溪村始终把抓
党建作为促脱贫的最大动力。村党支
部书记王祥生说，2019年村里发展了3

名预备党员，培养了4名入党积极分子，
抗疫期间还有4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这些都是脱贫攻坚的后继力量。去年
村里还调优配强2名村干部，如今村干
部中大专学历的有3人，平均年龄不到
35岁，是一支“得力的不走的工作队”。
在村党支部引领下，村里建立乡风文明
积分制，成立蜜蜂志愿队，探索“贵和工
作法”，引导村民自力更生、勤劳致富、
邻里和睦。今年抗疫期间，村里主动向
湖北的医护人员捐赠蜂蜜360多斤，村
民们自发向武汉捐款27892元。

党员干部带头。村里的党员、干部
是脱贫致富的“领头雁”。如今，全村19
名无职党员全部投入到产业发展中。
村里成立旅游公司时，2名党员和4名
村干部带头每人出资2万元，带动了10
位村民参与。组织上为村里选派的第
一书记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大多是有

“三农”工作经验的干部，他们带领贫困
群众干出个样子来的斗志很强。1名驻
村扶贫工作队员曾因脱贫攻坚任务重，
两次推迟婚期。第一书记汪云友说：

“白天上山入沟，晚上组织开会。用心
用情帮扶群众，脱贫攻坚决不叫累。”

激发村民干劲。脱贫莫等靠，自立
是正道。现在，有条件、有劳动能力的
村民，全部在村里的产业发展中有自己
的角色。村民张剑峰患有鼻咽癌，但他
并没有被病魔击垮。2018年，他申请5
万元扶贫小额信贷资金，在家里养起中
蜂和土鸡，去年这两项就有13000元收
入。他说：“致富之路千万条，总有适合
我一条。”

能人业主帮扶。一些本地能人和外
来业主，也通过各种方式带动村民脱贫
致富奔小康。重庆餐饮协会的9家会员
单位“一对一”帮扶先锋组偏岩坝9户村
民开办了农家乐，还免费提供电视、床单
等用品和餐饮管理服务等培训。村民刘
益洪返乡开办农家乐，自己年收入超过
12万元，还带动4户贫困户户均增收
5500元。贫困户花仁叔的丈夫前几年
因病去世，在村里帮助下，她办起了农家
乐，今年“五一”期间纯收入就有6000多
元。我们到她家时她正在学习制作卤
肉，打算丰富菜品，吸引更多游客。

华溪村脱贫摘帽后，干部群众奔小
康的劲头更加充足。石柱县委书记蹇泽
西说，全县将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
加强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的
监测，持续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还要探索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加
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太阳出来啰喂，喜洋洋啰啷啰，挑
起扁担啷啷啋，咣啋，上山岗啰啷啰
……只要我们啰喂，多勤快啰啷啰，不
愁吃来啷啷啋，咣啋，不愁穿啰啷啰。”
这首土家族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过
去唱的是土家儿女对“不愁吃不愁穿”
的热切期盼，如今则唱出了大家对美好
生活的无限向往。中益乡党委书记谭
雪峰表示：“不怕辣椒辣，敢吃黄连苦，
才能换来蜂蜜甜。”对于未来，当地干部
群众坚信，只要努力奔跑，就一定能跑
出新时代的加速度，跑出更加幸福甜蜜
的好日子。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脱贫路上“跑”出幸福生活

▲10月6日，重庆融创文旅城，市民感受年代感十足的供销社。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