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颜安

2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
气氛热烈。

上午10点30分，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隆重举行。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
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现场迸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历时8年的
精准扶贫、5年脱贫攻坚，历经艰辛，硕果累累。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市情

于一体的重庆，脱贫担子不轻。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历经多年
艰苦卓绝的奋斗，全市1919个贫困村全部脱
贫出列，动态识别的190.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全面完
成。

千年梦想，圆在今朝！回顾决战脱贫攻坚
的伟大征程，每一个脚步都踏出奋斗和拼搏，
每一帧风景都写满美好和希望。

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
着一级干，脱贫攻坚以来，我市
不断压实主体责任，凝聚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力量和干劲

“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
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
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只要我们始终不渝
坚持党的领导，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
任何艰难险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2月25日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脱贫攻坚是习近平总书记心里最牵挂、
花的精力最多的一件大事。8年来，他先后7
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
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坚
持看真贫，坚持了解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
的实际情况，面对面同贫困群众聊家常、算细
账，亲身感受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大变化。

2016年初，“十三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
书记的新年首次国内考察，选定重庆。他指
出，扶贫开发成败系于精准，要找准“穷根”、明
确靶向，量身定做、对症下药，真正扶到点上、
扶到根上。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重
庆，深入农户家中和田间地头，实地了解脱贫
攻坚工作进展和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情况。他说：“看到大家不愁吃、不愁穿，教
育、医疗、住房安全越来越有保障，心里感到很
托底。”

嘱托，铭记心头。
责任，扛在肩上。
前行，力量倍增。
自脱贫攻坚工作启动以来，全市上下深学

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全
面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集全民之智、聚全市
之力，谋脱贫之路、施治贫之策，大力开展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

近年来，重庆市把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性战役、底
线性任务和标志性指标，高位推动。2019年5
月，市委召开五届六次全会，出台155条工作
措施，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工作思
路、具体抓手和脱贫成果。

去年4月15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赴渝视察
一周年之际，重庆市委召开五届八次全会，对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同
时，重庆市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书记专
题会、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制定各类
方案制度，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重大问题，确保
了脱贫攻坚任务有力有序推进。

一场啃“硬骨头”的攻坚战，组织力量必
须强化。市委书记、市长带头落实脱贫攻坚

“双组长制”，市领导定点包干18个深度贫困
乡镇及所在区县，各级各部门层层签订责任
书，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扶贫”的工作要
求。

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资金准备必须
充足。深冬时节，城口县沿河乡食用菌生产
基地里，一袋袋菌棒整齐排列于支架上，一朵
朵食用菌“升柄展伞”，村民们穿梭其间，一片
繁忙。

这个食用菌基地总投入达到500万元，若
在以前，对于沿河乡这样的深度贫困乡镇来
说，这笔投入无异于“天文数字”。得益于财政
涉农资金的整合使用，沿河乡顺利建起了产业
基地。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重庆市累计整合
财政涉农资金545亿元，形成“多个渠道引水、
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使贫困区
县能够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

一场较真碰硬的攻坚战，方式方法必须精
准。重庆市坚持把精准方略贯穿脱贫攻坚全
过程，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
退”等问题，实施“六个精准”“五个一批”举措，
大力提升脱贫攻坚质量和实效。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虽受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严重洪涝灾害，但重庆市
坚定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不动摇，坚决
克服疫情灾情影响，重点做好决战决胜“必答
题”、疫情灾情“加试题”、脱贫成果“巩固题”、
衔接试点“新课题”等“四道题”，圆满完成各项
目标任务。

不断健全系统完备、科学
规范、运行有效的脱贫攻坚制
度体系，不断完善帮扶体系，贫
困区县的“朋友圈”越扩越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发挥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
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我们广泛
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
共同向贫困宣战，举国同心，合力攻坚，党政军
民学劲往一处使，东西南北中拧成一股绳。”

重庆的脱贫攻坚，离不开不断扩大的“朋
友圈”。

初春，记者来到位于丰都县城西南60公
里的武平镇。村民唐代祥见有客来访，迎了出
来：“来，外面天冷，快进屋坐。”说话时，唐代祥
眉头舒展。屋里，土豆堆满了半间屋。“这两
年，家里靠着这些土豆，打了个翻身仗。”唐代
祥边说边捡起一个土豆，在手上抛了抛。

这两年，一枚小小的土豆，成了丰都数万
老百姓增收的“武器”。这与帮扶干部李晓东
有关。李晓东是山东枣庄人。枣庄下辖的滕
州是中国马铃薯之乡，种植面积达60万亩，其
亩产量达到6000斤以上。

初来乍到，李晓东发现丰都大部分村民虽
种植马铃薯，但亩产量不足1000斤。于是，在
他的牵线搭桥下，滕州市的脱毒马铃薯到丰都
进行了试种。采取优化品种选育、改进种植方
式、强化技术培训、出台扶持政策等一系列措
施后，在丰都试种马铃薯大获成功。2020年，
丰都引进滕州脱毒马铃薯种薯3.7万吨，在27
个乡镇（街道）、254个村、1631个社推广种植
面积2万余亩。其中1.85万亩春薯总产量达
到4.1万吨以上，总产值达到9600万元以上，
种植农户亩产值达到5000元以上，惠及5.8万
户农户，其中贫困户7049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扶贫格局。
近年来，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共同
组成了重庆脱贫攻坚的“三驾马车”。山东，就
是重庆脱贫攻坚的重要助力之一。自2010年
鲁渝两地因东西协作扶贫结缘以来，山城重
庆，海畔齐鲁，两地跨越千山万水，开创出优势

互补、长期合作、聚焦扶贫、实现共赢的新局
面，上演鲁渝版“山海情”。

与此同时，水利部、中国农业银行等中央
单位定点帮扶重庆市，通过直接投入、协调引
资，进一步助推重庆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市级层面，重庆市调整充实市级扶贫集团和
区县对口帮扶力量，各扶贫集团、对口帮扶区县选
派挂职干部和驻乡驻村工作队员。围绕结对帮扶
的深度贫困乡镇，18个扶贫集团迅速聚集，发挥行
业部门优势，凝聚起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市内18个条件较好的区县结对帮扶14个
国家级贫困区县，建立协作机制，整合资源要
素，协同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促进要素
资源互联互通和协调发展。

没有市场主体带动，贫困对象小而散的生
产方式无法对接大市场；有了市场主体带动，
贫困对象就能“借船出海”，跟市场经济紧密连
在一起，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市委、市政
府的领导下，重庆市2316家民企帮扶2009个
村，“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
大扶贫格局已然形成，不断凝聚起脱贫攻坚的
磅礴之力。

脱贫质量不断提升，不断
增进群众福祉，“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得到动态解决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
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贫困人口收
入水平显著提高，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城口是重庆 4 个贫困程度较深的县之
一。曾经，天梯石栈，崇山峻岭，紧紧锁住城口
人走出大山的脚步。过去的城口，有天无地有
山无田有人无路，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

怎么办？搬下山去，开启新生活！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住在高山上的旧房

子里，又漏雨又漏风。”城口县高观镇村民孙翠
明说，前两年，一批驻村干部来到村里，走访调
查收集信息后，村里确定的需要易地扶贫搬迁
的人家中就有孙翠明一家。

“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住进了新房，现在家
里有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完全变了个样！”

她激动地说。
不愁吃、不愁穿，住房、教育、医疗有保障

是实现脱贫的基本条件。近年来，重庆紧紧围
绕“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开展动态清零行动。
全市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早已稳定实
现，“三保障”问题全部落实到位。同时，重庆
市还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农村饮
水安全上巧做“文章”，提高脱贫质量。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让贫困群众圆了安居梦。“十三五”时期，25.2
万贫困群众实现搬迁，圆满完成目标任务。同
时重庆市一一落实后续扶持措施，其中：发展
特色农林业5.9万人、发展劳务经济9万人、发
展现代服务业2.2万人、资产收益扶贫0.7万
人、社会保障兜底1.7万人、其他方式5.7万人。

贫困地区的农村，最怕的就是“一代穷、二
代困、三代四代接着混”。发展教育，斩断穷根，
重庆市先后出台一系列教育扶贫政策，对城乡
低保和特困学生免收高中教材费，为非寄宿贫
困生免费提供午餐，健全困难学生资助兜底保
障机制等。通过一系列政策兜底、资源倾斜，
不断改善贫困地区教育条件。

一场大病，可能会让一个家庭遭受重大变
故。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庭
走出困境？重庆市紧紧围绕“基本医疗有保障”
目标任务，坚持精准施策、持续发力，大力推进健
康医疗扶贫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全市贫困人口
住院费用自付比例9.58%，重特大疾病、慢性病
门诊费用自付比例12.24%，大病集中救治进度、
慢病签约服务、重病兜底保障均达100%，县域内
就诊率97.2%，大病专项救治病种扩大到33种，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三建好”、医疗技术人员“三
合格”、医疗服务能力“三达标”、医疗保障制度

“全覆盖”等主要目标全面实现。

贫困地区发展步伐显著加
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基础设
施建设突飞猛进，社会事业长
足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说：“8年来，党中央把脱贫
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脱贫攻坚作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

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
这几年来，各种扶贫政策让重庆贫困地区

面貌日新月异，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踏步
赶上来，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

“养儿养女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这
句流传广泛的俗语讲出了渝东南地区的贫
困。过去，由于地处崇山峻岭之中，交通不便、
信息不畅、经济欠发达，重庆贫困山区基础设
施欠账严重，大多数山区群众代代受穷。如
今，随着脱贫攻坚深入推进，当地基础设施明
显完善，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百姓生活蒸蒸日
上。

2020年12月18日9时55分，重庆航空一
架空客A320客机平稳降落仙女山机场，标志
着重庆仙女山机场正式通航。作为重庆市级
重点建设项目，民航局脱贫攻坚2020年验收
项目，仙女山机场通航后，架起了武隆连接世
界的“空中走廊”，进一步助力武隆生态旅游提
档升级，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2020年1月11日15点57分，首趟长沙至
黔江动车D3895次抵达黔江站，这标志着黔江
正式进入高铁时代。黔张常铁路的开通，极大
地改善了黔江及武陵山地区交通出行条件，对
加快当地旅游、经济社会发展，推进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近几日，趁着好天气，垫江县五洞镇卧龙
村三组脱贫户刘庆打理着家里的20多亩李
园，他给李子树修枝、松土、施肥，确保来年李
子挂果迎丰收。看着茁壮成长的李子树，干着
活的刘庆感叹道：“如果不是党的政策好，我家
哪有今天的面貌。”

几年前，刘庆的母亲、哥哥、姐姐和小儿子
接连患上重病。为了给他们治病，刘庆四处求
医，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也因此欠下一大笔债
务。刘庆感到绝望时，扶贫驻村工作队来了，帮
他栽种26亩脆李，安排就业岗位，落实教育资
助政策，让他重新有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同样感受到党的好政策的，还有许多人：
奉节县平安乡文昌村村民朱学兵，从山洞里搬
了出来，建起了砖房。那个他居住了25年的
山洞，如今成为摆放柴火杂物的开敞式“杂货
间”；生活在黔江区鹅池镇南溪村夹皮沟里
面的残疾脱贫户庞建华，分四季养54张蚕，
蚕茧收入超过8万元；巫山县双龙镇安静村
村民刘敬春，利用扶贫政策贷款40万元，流
转了300多亩地发展柑橘，从贫困户变为了
致富带头人……

新的征程已经开始。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月 25日，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

号，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既标志着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也是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奔向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
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
进行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
步，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站在新的历史
交汇点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3300万重庆儿女正昂首阔步，奋勇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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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 日，酉阳龙潭镇赵庄小学，孩子们在塑胶操场上玩足
球。赵庄小学毗邻该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教育扶贫提供了保障。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杨春来 摄/视觉重庆

2月11日除夕，万盛经开区金桥镇青山村，脱贫户张继成一家人
与扶贫干部一起吃团年饭，举杯庆祝喜迁新居。他们春节前告别老危
户搬进新的安置房。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12
2021年2月26日 星期五

编辑 倪训强
美编 郑 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