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汤艳娟

2月3日，海拔1400多米的城口县河
鱼乡的两扇门旅游集散片区薄雪笼罩。沁
人的寒气中，大巴山原乡森林人家旅游集
散地一带却是机器轰鸣，一片忙碌。这里
的村民正利用旅游淡季，装修房间、安装设
备，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完善乡村旅游配套服
务设施，精心打造大巴山森林人家升级版。

同样在寒风中呈现忙碌之景的还有厚
坪乡盘龙村旅游集散片区，以及沿河乡迎
红村的巴渝民宿片区……

“发展乡村旅游，我们坚定不移走乡村
旅游扶贫与易地扶贫搬迁、山地特色农业、
美丽乡村建设融合发展之路。”该县扶贫办
介绍，近年来，该县以47个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点为重点，以户为单位、大力发展具
有原乡特色的“大巴山森林人家”，为解决

区域性整体贫困、巩固脱贫成果探索出一
条新路子。

然而，以往低档的农家乐模式已经无
法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简单的“乡村游”
也难以让乡村持续发展。因此，推动乡村
旅游提质升级，成为城口县巩固脱贫攻坚
效果，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

于是，一系列升级建设在大巴山森林
人家火热开工：改厕、改厨、改院坝，让一批

环境优美、风格独特、特色鲜明的生态景观
村落出现在绿水青山间；改意识、学技能，
则让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
的农民逐渐走上现代乡村旅游的舞台，成
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县共培育“大巴
山森林人家”为主的乡村旅游扶贫集群片
区7个、直接和间接带动3000余户贫困户
脱贫增收。

城口城口：：大巴山森林人家大巴山森林人家升级升级记记

▲2月3日，城口县河鱼乡两扇门旅游集散片
区，村民在装修民宿内的书吧。

▲2月3日，城口县厚坪乡龙盘村，经营大
巴山森林人家的村民向可秀在家里做腊肉。远
近闻名的城口老腊肉深受外地游客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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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3日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重庆市成立“三线建设
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采取新建、迁建、迁并、并入等方式对原三线
建设单位进行调整和改造。重庆市在“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共
安排调整项目31个，涉及调整单位43个，占全市三线建设125个企
事业单位的34%，调迁职工近6万人。通过调整和改造，优化
了全市工业布局，推动了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对振兴重
庆经济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重庆市开始三线建设调整和改造工作
1983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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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畅

3月2日，江津区西湖镇百燕村一
处院坝内坐满了村民，西湖镇扶贫开发
中心负责人、镇团委书记孟玲拿出工作
本，询问他们的近况：“各位乡亲们，最
近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话音刚落，百燕村三组脱贫户秦昌
文头一个站起来发言：“我现在没有困
难，自从发展生猪养殖产业，日子越过
越有奔头，就等着圈舍里的母猪下崽儿
嘞！”一席话，引得在场村民拍掌大笑。

秦昌文的妻子患有严重的慢性病，
基本没有劳动能力。2019年1月，孟玲
多次与秦昌文沟通，了解到他一直有发
展生猪养殖的意愿，奈何无钱购买猪
仔。作为秦昌文的帮扶责任人，孟玲为
他争取到帮扶资金，助他购买了4头猪
仔。

“销售也是孟书记帮我联系的买
主。”秦昌文介绍，2019年12月，在孟玲
的帮助下，秦昌文一次性售出3头生
猪，收入18000多元。

“只要群众有动力，我们就要鼓励，
只要能勤劳致富，我们都不遗余力。”这
是孟玲在工作中最常说的一句话。

孟玲生于普通农民家庭，大学毕业
后，她以大学生村官的身份返回农村工
作。2018年，育有两名孩子的孟玲服
从组织安排，承担起西湖镇脱贫攻坚的
落实和执行工作。“我是农村娃，不怕

苦，我是共产党员，不能退。”孟玲说，自
己甘愿成为脱贫攻坚道路上的一粒“小
石子”。

西湖镇地处骆来山山区，农业有基
础，但产业不算发达。孟玲与驻村工作
队、村居“两委”、群众代表商讨扶贫产
业发展，经过多次走访调研，科学选定
并引进发展了金银花、茶叶、魔芋等

3000余亩。在此过程中，孟玲参与农
企谈判，最大程度为群众争取利益。同
时，孟玲邀请产业专家到田间地头现场
指导，开展种植技术培训，帮助群众解
决产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

为确保贫困户分户档案、帮扶手册
等档案资料的准确性，孟玲与扶贫专干
一起逐户核查。白天走基层、进农户，
晚上登台账，细心筛查，严格对标，对疑
似贫困群众，她总是亲自上门调查复
核。孟玲说：“不能因麻痹疏忽，让任何
一个贫困户在脱贫路上掉队。”几轮排
查下来，西湖镇的贫困户无一人错评，
无一人漏评。

如今，西湖镇建档立卡贫困户712
户2340人实现脱贫摘帽，脱贫户家庭
年人均纯收入达11751元。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
孟玲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
号。“这份殊荣，将激励我继续扎根基
层，全力以赴服务群众，推进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带领乡亲们奔向
幸福新生活。”孟玲说。

江津区西湖镇扶贫开发中心负责人、镇团委书记孟玲：

不让任何一个贫困户在脱贫路上掉队

□本报记者 龙丹梅

3月3日，万州区郭村镇集庆玩具
服装制衣厂内，一台台缝纫机在工人的
操作下“哒哒哒”地运行，一名身材中
等、衣着朴素的中年女子在工厂里指导
工人生产，她就是刚刚从北京参加全国
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归来的罗显清。

今年46岁的罗显清曾是一名贫困
户。面对丈夫遭遇车祸、家庭因高额医
疗费欠下外债、再创业之路遭遇困境等
诸多考验，她没有服输。靠着自己的努
力和脱贫政策的助力，如今的她不但脱
了贫，还建起了扶贫车间，带动乡亲脱
贫增收，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罗显清是郭村镇中洋村四组人，
1994年到东莞一家玩具服装制衣厂务
工，1999年与丈夫李发兵结婚后，夫妻
俩再次南下务工。靠辛勤务工的积蓄
在东莞开了个卤菜店，生意不错。没想
到，2014年8月的一天，李发兵突然遭
遇严重车祸，丧失了部分劳动力。一家
人不能再在外打工，只好返乡。为李发

兵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当年，
罗显清一家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

罗显清没有放弃，她和表弟一起凑
了些钱，做起了水果生意，两人起早贪
黑，哪里赶场便赶去哪里卖水果。但由
于不了解市场行情，一年下来赚不了几
个钱。见村里好几个返乡妇女都在自
己曾打工的那家东莞制衣厂务过工，

罗显清也想干自己的“老本行”。于
是，她给曾经的老板打电话，说服他帮
助自己在郭村镇建厂，为东莞的制衣
厂代工。

2016年，罗显清的人生迎来转折：
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光荣地退出了贫困
户序列。不仅如此，集庆玩具服装制衣
厂也终于办起来了。该厂主要生产玩

具衣物、饰品等，产品采取订单生产、来
料加工的模式。厂子缺流动资金，当地
干部帮她申请了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

一开始，工厂只有10多名工人，但
其中却有不少是贫困户。罗显清深知
贫困户的难处，在招工时也优先考虑贫
困户。郭村镇中洋村6组贫困户陈蓉
一家因两个孩子读书，无法外出务工，
负担很重。在进入集庆服装厂上班
后，她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还能就近
照顾孩子，一家人顺利脱贫。一些贫困
户因家庭原因无法到厂里上班，她就把
设备送到贫困户家中，让他们在家搞生
产……

2018年12月，集庆玩具服装制衣
厂被认定为就业扶贫示范车间，获得了
上级的项目资金支持，她又在武陵镇鹿
井新设了厂房，增加设备15台，增加就
业15人。现在，罗显清厂里吸纳了50
多人就业，其中33人来自贫困家庭。

从北京归来后，罗显清又有了新愿
望：把制衣厂开到万州城里去，扩大生
产能力，带动更多乡亲奔小康。

万州区郭村镇集庆玩具服装制衣厂厂长罗显清：

从贫困户到带头人的“逆袭”

□新华社记者 李松

在重庆铜梁区土桥镇六赢
村，村民周菊把“最美庭院”的标
牌，挂在了自家房前最显眼的地
方。“最美庭院”是周菊一家人通
过两年多努力，一分一分地积分，
在全村评比比出来的。

六赢村人居环境积分规则简
单明了：在每个村民小组，由一名
村组长和两名村民代表当评分
员，每月两次入户现场打分，院
落、室内干净得1分、无白色垃圾
得1分、农具摆放整齐得1分……

积分多不仅能赢得荣誉，还
能兑现实实在在的奖品：20分
能兑换一个香皂、40分能兑换
一袋洗衣粉、80分能兑换一袋
大米……

村里刚开始搞积分时，因为
家里厕所环境差了些，周菊得分
少了点。一到兑换现场，别人换
了一袋大米，自己却只换得一包
纸巾。“环境美不美，大家比比
看。奖品虽然不值多少钱，但咱
们在乎的是那份认可。”周菊一回
来就和家人商量，先从厕所卫生
做起，一家人把角角落落认真打
扫了一遍。周菊还在房前屋后曾
经的荒地上种上了美人蕉、三角
梅、梨树，把自家庭院重新装扮了
一番。

“以前打扫院落，美化环境，
经常靠村干部去动员。有的人一
劝才动，但保持不了三五天，院坝
又脏了，环境又差了。有的人更
是劝也不动。”六赢村党支部书记
吴开英说，搞卫生、得积分、兑奖
品，本意就是想逐步让村民养成
清洁卫生的好习惯。

如今，乡村人居环境积分制
已在铜梁区全区推广开来，以积

分为牵引，并大力推动乡村“厕所
革命”、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处理
等工作，铜梁农民自发地把清洁
卫生做在了日常，乡村面貌焕然
一新，铜梁还获得了全国村庄清
洁行动先进县的荣誉称号。

乡村越美，人气越旺。又到
春暖花开的时节，铜梁区巴川街
道玉皇村房前屋后绿树成荫、鲜
花摇曳，吸引了不少游客赏花、看
景。

在玉皇村，爱美护美已经成
了村民自发的习惯。不仅自家院
落通过积分制参与评比，大伙儿
还主动要求将乡村绿道等一些重
点公共区域纳入积分范围，村民
们自愿报名参加管护。

在玉皇村12组，村民何纪芳
自愿负责30多米长的绿道卫生管
理。每天上下班，路过自己的责任
区，何纪芳都要放慢脚步，走走转
转，看看路上有没有垃圾，路边的
花草树木有没有枯萎、倒伏……

何纪芳告诉记者，现在爱美、
护美就是一种自觉，看着村容村
貌干净整洁，心里就是舒服。

“通过积分制激励村民爱清
洁、讲卫生，是花了小钱办了好
事。”玉皇村党支部书记柏小林笑
着说，用积分兑换奖品，村里每年
支出将近6万元，这其中财政从
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中补助3万多
元，剩下的由村集体支出。

这几年乡村变美了、游客更
多了，玉皇村集体也借势参股村
里的花卉苗木、乡村旅游企业，年
分红收入近50万元。柏小林说：

“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乡村
美丽，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就越
强，积分含金量更高，农民爱美护
绿更有积极性了。”

（据新华社重庆3月2日电）

铜梁土桥镇：“小”积分换来“大”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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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城口县厚坪乡龙盘村，大巴山
森林人家旅游集散地，挖机正在疏通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