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不愁三保障”全面提升

“三步走”推动高质量脱贫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逐梦小康步稳 脱贫答卷精彩

山清水秀空气好，生态优势一直让南川
人引以为傲。如何让广大困难群众也能共享
这“绿色红利”？多年探索，南川找到了答案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同步布局特色产业，
让农村宜居又宜业。

“什么是美好生活？我们村现在就是。”南
川区金山镇院星村脱贫户郑德友已经尝到了甜
头。

眼下，村里所在的重庆濣实农业发展公
司产业基地里，中药材白术正茁壮成长，静待
采撷。作为金山镇发展产业扶贫的结晶，濣
实农业引进优良品种，以“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经营模式，带动村集体发展500余亩，
亩产可增收1000元。

“中药材加上李子和养鸡两项收入，每年
可实现增收数万元。”郑德友满意得不得了。

追求美好生活，是永恒的主题，是永远的
进行时。不只院星村的白术，还有兴隆镇金
花村的蓝莓、头渡镇前星村的金佛山玄参、德
隆镇茶树村的南川大树茶……5年来南川以
促进群众稳定增收为主要目标，牢牢把握产
业扶贫这个“第一要务”，以“一村一品”成功
打造中药材、古树茶、方竹笋和南川米“3+1”
特色产业体系，推动每个镇街形成了2~3个
农业主导产业。目前全区40个市级贫困村
已明确草食牲畜、中华蜜蜂等扶贫主导产业
73个，其中20个贫困村开展了“一村一品”示
范创建，推广“双对接双选择”产业到户机制。

为让产业发展收益共享，南川还进一步
多途径建立利益联结。通过资产收益、土地
流转、资金入股、房屋联营、务工就业、生产托
管、租赁经营、产业补助等联结方式，由扶贫
龙头企业、扶贫合作社、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
人等承担的产业扶贫项目全部与贫困户利益
联结。目前全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有效带动
超1万户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农业产业向专业化、规模化发展，南川扶
贫产业项目已转化为优势特色产业，托起“稳
稳的幸福”。数据显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已连续保持多年增长，
2020 年底达到 1.58 万元、较 2015 年增长
201.4%。

生态环境的改善，特色产业的发展，带
动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向贫困地区集聚，催
生了休闲养生、观光创意农业等农村新业
态。在南川，一批风情小镇、特色村落更是
吸引八方来客，也让越来越多的困难群众摆
脱贫困、走上致富路。

对于这些，恐怕没人比南川区山王坪镇
庙坝村村民更有体会。庙坝村地处渝黔交
界的峡谷地带，海拔1300多米，过去由于交
通闭塞、土地贫瘠，一度是当地出了名的穷
村。脱贫攻坚开展以来，这里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改变，不但路通了产业强了，修缮一新
的传统民居与优质的生态环境更成了“吸金
石”。一到夏天，庙坝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住
满了避暑纳凉的游客，不但收获住宿费，“爆
款”土特产成为装进游客汽车后备厢的特色
旅游产品。

如何从绿色贫困走向生态富裕，一直是
我国广大农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课题。
南川给出的答案是发展乡村旅游。脱

贫攻坚以来，该区围绕解决“生态变不了钱”
“农民致不了富”等关键问题，坚持生态宜居
与产业富民相结合，以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和
乡村旅游为突破，让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
生态优良与生活富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5年来，通过规划实施特色种养休闲农
业项目，打造“十二金钗”大观园等全市乡村
旅游示范点，塑造避暑纳凉型、生态休闲型、
花果观赏型、农家田园型等特色休闲旅游模
式，全区已形成了集“吃、住、行、游、购、娱”
于一体的生态绿色产业链，构建起了“以田
园观光为主线、养生休闲为基础、乡村旅游
为核心、民俗文化为特色”的乡村旅游格局。

贫困地区更借生态优势实现蝶变。目
前40个贫困村里，将乡村旅游作为扶贫主导
产业的就有23个，已培育乡村旅游经营主体
549户，直接带动6752名贫困人口增收。

“在外打拼十几年，还是回家好挣钱！”
如今，南川不少群众迎来了坐在家门口把钱
挣的好日子。2015年以来，南川乡村旅游累
计接待6422万人次，乡村旅游实现总收入
147.6亿元，带动全区20个乡镇（街道）134
个村（包括13个贫困村）共计27598余名贫
困人口脱贫增收。

……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据南川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南川区将积极推动脱贫攻坚成
果巩固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走好
脱贫摘帽“最后一公里”，走实全面小康“最
近一公里”，走稳乡村振兴“最先一公里”，把
脱贫攻坚期间形成的好经验好办法延续到
乡村振兴工作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
生活持续改善。

产业发展富民，美好生活越走越近
岁末年初，行走在南

川广袤的山乡大地，大树

茶走俏、南川鸡旺销，精准

脱贫鼓起老百姓的钱袋

子，白墙灰瓦、繁花似锦，

美 丽 乡 村 正 迎 八 方 游

客......那是全面小康美好

图景的一帧帧实现。

时间，来到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的历史性时刻，

驻足回望“十三五”，这更

是一幅波澜壮阔、具有南

川特色的脱贫画卷。近5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

以来，南川区始终坚持以

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把脱贫攻坚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中心工作、

第一民生，深入贯彻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全面落实“六个精准”“五

个一批”要求，全区脱贫攻

坚取得决定性成效。

脱贫攻坚彻底改变了

南川贫困地区的面貌，极

大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

显著提高了群众生活质

量，“两不愁三保障”全面

实现，“两个确保”顺利完

成：全区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1.15 万户 4.01 万人在

现行标准下如期实现脱贫

目标。

听脱贫攻坚“足音”，

观脱贫攻坚“答卷”，从产

业扶贫到人居环境整治，

再到旅游扶贫，南川不断

书写乡村振兴华丽新章。

乡村旅游助力脱贫致富 摄/夏于洪

环境整治提质，生态宜居落地成画

清晨，伴随着清幽的花香，南川区大观
镇中江村保洁员李世群走出家门，开始了一
天的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把村民房屋前
遗漏的垃圾，按照可回收垃圾、易腐垃圾、其
他垃圾三类进行分类处置，然后送到村垃圾
处理中心进行集中处理。

农户、保洁员、村三级分筛处置，农户分
类可得积分，这是中江村探索形成的农村生
活垃圾源头减量和集中处理法。像中江村
一样，南川全区已有184个行政村组建了保
洁员队伍，稳定在771人。

脱贫攻坚，改变农村地区“脏乱差”的落
后面貌是关键。自2018年吹响“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号角以来，南川以环境
综合整治为突破口，以实施“五沿带动·全域

整治”工程为抓手，掀起了一场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的乡村美颜。

如今，多年努力结出硕果，“天蓝、水清、
景美”的新农村已成为现实。目前，南川千
人聚居点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到100%，
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治理的农户覆盖率达到
80%，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4.5%，并建立了
农村生活垃圾有偿处置、分类积分管理机
制，完善了“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区处
理”收运处理体系。

垃圾请出去，绿色引进来。美化与提升
齐头并进，改善基础设施也同步提上了日
程。自2018年起，通过村庄绿化、危旧房改
造、村民小组公路通畅等系列措施，439亩村
庄绿化相继完成，49个绿色示范村庄陆续创

建，全区农村整体绿化水平大大提升；1400
公里村民小组通畅公路建设，9300盏路灯安
装，243个村级文体活动场所建成，城乡均衡
发展加快步伐……

清洁之风吹遍山乡，便民设施建设如火
如荼，美丽乡村统筹谋划你追我赶：金山镇
金狮村沿柏枝溪形成传统民居“三合院”“四
合院”布局，形态疏朗有致、山水交融；德隆
镇茶树村、银杏村依托千年古茶树、古银杏，
贴近地域建筑特点和民风民俗习惯优化建
筑设计，以乡风乡韵展现乡味乡愁……

串点成线、连线成面，美丽环境正在这片
热土上持续扩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为脱
贫攻坚提了成色，更给乡村振兴铺了底色。

旅游串联破题，乡村振兴活力满满

出台“五条增收措施”，累计

统筹奖补资金3000万元，促

进产业发展与贫困群众利益联
结，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贫困

户 11500余户次，2020 年全

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望

达到1.7万元。

全面排查和落实区内区外就
读建卡贫困学生资助政策，累计

资 助 贫 困 学 生 26 万人次、

2.14亿元，发放生源地贷款

1.9万笔、1.42亿元，有效

防止因义务教育保障未到位出现
致贫返贫情况。

构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
医疗救助“三重医疗保障”，落实

“先诊疗后付费”政策，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全覆盖，贫困患者住院

自付比例9.93%。

自筹资金 1.3 亿元，推行“七
个一批”农村危旧房改造办法，累
计完成农村 C 级、D 级危房改造

4154 户，拆除危房6258户，全

面确保“人不住危房、危房不住
人”。

全覆盖开展农村饮水安全排
查整改和供水工程管护，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达到饮水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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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脱贫成效

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快补齐

40个贫困村基础设施短板。累计

投入资金18亿元，建成“四好农村

路”2200 公里、农村饮水工程

5586处，新建及改造高低压输电

线路255.7公里，新铺设天然气

管道92.4公里，为贫困地区群众

解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出行
难、饮水难等现实问题，精准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金花村蓝莓基地金花村蓝莓基地 摄摄//汪新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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