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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丹梅

从事扶贫工作 21 年，万州区扶
贫开发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傅飞丁从

“八七扶贫攻坚”时的一名新兵，历练
成见证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
一名老兵，他几乎走遍了万州每一个
贫困村。

“参与和见证脱贫攻坚，让我骄傲
一辈子！”3月4日，荣获“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称号的傅飞丁告诉记者。

1999年2月，26岁的傅飞丁到万
州区龙宝管理委员会扶贫开发办公室
报到，从此投身于扶贫攻坚战场。他接
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个“体力活”：对全
区的建卡贫困户逐户核算收入。当时
万州区只有通乡公路，下乡后交通基本
靠走，他每天背着一大包换洗衣服，挨
家挨户走访核查。一年时间，他走烂了
3双胶鞋，也全面摸清了全区的贫困家
底。

2001年，新阶段扶贫开发开始，各
区县都要制定扶贫开发规划。傅飞丁
又一次走村入户，绘制地形地貌图、
勾勒产业分布图，手工绘制了万州龙
宝移民开发区第一本扶贫开发规划。

当时他才 28 岁，但由于常年风吹日
晒，皮肤变得黝黑粗糙，乡亲们都管他
叫“老傅”。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傅飞丁
任弹子镇人和村驻村第一书记。当时

人和村虽已脱贫销号，但该村村支两委
不团结，引领发展能力欠缺，是全镇的
后进村。傅飞丁进村第一件事，就是和
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分别谈心并对症
施策，逐个解开了干部的心结，村“两
委”班子重新形成了合力。

当时的人和村玫瑰香橙产业刚刚
起步，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取得预期效
果。傅飞丁又邀请果树专家进村指导，
积极争取资金建标准化果园，

如今，人和村已建成150余亩柑橘
示范园，投产后每年能为村集体经济创
收5万余元。

2015年7月，万州区吹响了脱贫攻
坚战的号角。傅飞丁作为该区扶贫攻
坚办统筹组的一员，要对全区所有贫困
村的项目逐个审核投资规模、建设内
容、建设工期和效益。他再一次奔走于
各贫困村，到贫困户家中走访。他曾
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淋湿全身而发起高
烧，也曾在烈日下中暑晕倒，但每次家
人劝他多休息时，他都会说“轻伤不下
火线”。

20多年的扶贫经历让傅飞丁变成
了真正的“老傅”。如今，脱贫攻坚战取
得了全面胜利，但他却并没有因此停下
来歇几天，“脱贫后的乡村还要实现振
兴，还需要我们加把劲！”

万州区扶贫开发办综合科科长傅飞丁：

“参与脱贫攻坚，让我骄傲一辈子”

□本报记者 李珩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是新生活的
起点，下一步就是乡村振兴，要把环境
整好，少生病，日子才会更好！”3月3日
一大早，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黔江
区金溪镇山坳村驻村第一书记刘昶，来
到一组村民任淆章家中摆起了龙门阵。

“对头，把屋头收拾干净了，住起是
舒服。”任淆章告诉刘昶，屋里屋外干净
了，环境变好了，心情也更舒畅。

2020年底，山坳村全村建卡贫困
户80户、330人已全部脱贫，全面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任务。为了实现
这个目标，刘昶付出了诸多努力。

2017年9月，按照市卫生健康委扶
贫集团安排，重医附二院选派刘昶来到
山坳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山坳村地势险峻，土地贫瘠，想要
以发展传统农业产业来实现整村脱贫
难度极大。

“既然不能靠传统农业来解决贫
困问题，何不把希望放在第三产业上，
把扶贫工作与医院护工需求联系起
来。”于是，刘昶将在广东做专业护工
的山坳村村民田维仙劝说回乡，在市

卫生健康委扶贫集团驻金溪工作队的
支持帮助下，创立“金溪护工”扶贫品
牌，培训以妇女为主的农村剩余劳动
力成为专业护工，再推荐她们到各大
医院上岗就业。

截至目前，已有373名村民完成
了护工培训课程，稳定就业 202 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67 人。在“金
溪护工”品牌成立及运营过程中，重
医附二院主动吸纳护工就业，并发动
其医联体成员单位彭水、秀山县医院
参与其中。目前，除中心城区及黔江
区外，彭水、秀山县医院也有“金溪护
工”就业，人均月收入可达4000元。

不过，仅有“金溪护工”还不够，刘
昶又动员山坳村退役军人刘廷荣返乡
创业，成立“金溪被服”扶贫车间，主要
生产医用被服、校服等产品。企业采取

“公司+扶贫车间+贫困户”模式，吸纳
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现已累计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61人，残疾人15人提供了就
业岗位。公司产品还通过中国社会扶
贫网扶贫产品认证，实现订单生产
2000余万元。

去年11月，刘昶又鼓励动员村民
姚兴付利用当地现有资源，建立竹制品
加工扶贫车间，生产竹签、棉签等竹制
品，带领村民发展起又一致富产业。

“只要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我再
辛苦也是值得的。”刘昶说，他将继续发
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打
好品牌组合拳，让村民们就业有渠道、
增收得实惠。

黔江区金溪镇山坳村驻村第一书记刘昶：

发展第三产业 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新华社记者 李松

春日里阳光明媚、花开正艳，在重
庆市黔江区土家十三寨里，伴着悠扬的
木叶情歌，20多名土家族群众身穿民族
服装，围拢一圈，跳起土家族摆手舞，热
情欢迎远道而来的游客。

十三寨位于黔江区小南海镇新建
村。从村口的学堂寨开始，沿着板夹溪
顺流而上，沿途串起了13个美丽古朴
的土家山寨。因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民俗文化保留完好，土家十三寨也成了
重庆知名的少数民族民俗旅游目的地。

吸引游客慕名前来打卡的原因，不
仅因为这里有好山好水，更有好歌好舞。

“摆手迎吉祥，摆手舞主要从土家族群众
传统劳动、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像犁地、
插秧、推磨、洗衣这样的日常生活场景，都
能被改编为摆手舞的舞蹈动作。”小南海
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赵巧云说，土家族
人热情好客、热爱生活，每到农闲时节或
传统节日，总会聚在一起，跳起摆手舞，如
今这也成了一道吸引游客的民俗风景。

村民何福过去从没想过，唱歌跳舞
还能成为一门营生，靠着它，能摘掉“贫

困帽”，走上富裕路。
48岁的何福曾在外打工10多年，后

来要照顾两个孩子上学，2014年回到家
乡。随着十三寨旅游逐渐起步，正需要能
唱能跳的文化表演领头人。有一股子冲
劲儿的何福自告奋勇，牵头组织民俗歌舞
表演队，向游客展示土家族民俗风情。

结合十三寨各个寨子不同的风貌
特点，表演队有针对性地推出不同的表
演项目。“树上呀，喜鹊呀，叫呀叫喳
喳。今天呀，贵客呀，到我家，恭请贵客
堂屋坐……”在进村的第一寨学堂寨，
有一副好嗓子的何福领着大伙儿端出
拦门酒，唱起迎客歌，欢迎远方来客。

随着十三寨乡村民俗旅游日渐红
火，越来越多的村民都加入了进来，光
是参与民俗歌舞表演的就有40多人。
小南海镇文化服务中心还专门请来土
家族文艺非遗传承人，定期为队员们提
供专业培训，编排创新节目。

唱山歌、跳摆手舞，何福每年要表
演近百场次，仅歌舞表演一项，年收入
就有近万元。包括何福在内的新建村
60多户贫困户也都实现了脱贫。

看着乡亲们吃上了“旅游饭”，不少
年轻人回到了家乡。2017年，村民蓝
锋雪和丈夫一起回到村里，开起了乡村
客栈和土特产销售门店，还在摆手舞蹈
队里当起了主持人，一年各种收入加起
来有10多万元。“现在乡村民俗文化越
来越吃香了，只要把这些技艺保存好、
发扬好，咱十三寨农民未来的日子肯定
会更红火。”蓝锋雪笑着说。

（据新华社重庆3月4日电）

重庆土家十三寨：

摆手舞中跳出脱贫新生活

1998年3月5日 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纪念日。重庆市先后举行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
学术研讨会”、“周恩来精神与风范研讨会”、“周恩来统战思想与实践
研讨会”、“红岩颂——周恩来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革命业绩展览”等系列
纪念活动。6月10日，重庆市举办的《人民的好总理》大型图片巡展开
展。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同志长期战斗和生活
在重庆；新中国成立后，他又4次来渝考察，关心重庆发展。

三
月
四
日
，傅
飞
丁
（
左
）
在
人
和
村
甘
蔗
种

植
地
里
与
村
民
交
流
。

（
受
访
者
供
图
）

三
月
三
日
，刘
昶
（
左
）
到
村
民
任
淆
章
家
中

走
访
。

（
受
访
者
供
图
）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通讯员 金雅倩）3月3日，红岩
联线管理中心倾力打造的红岩党
史学习教育课“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红岩革命故事
展演”在重庆市群众艺术馆举行
2021年首场演出，全市文化旅
游系统530余名干部职工观看

展演。
“红岩革命故事展演”自去

年9月在重庆大学首演以来，以
“思想性理论性相融”“针对性教
育性相融”“亲和力艺术性相融”
的鲜明特点，通过群众喜闻乐见
的艺术形式，赢得广大干部群众
好评。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3 月 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
档案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我市
档案部门将围绕中心工作抓服
务，进一步用好用活档案资源，用
档案讲好党的故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全党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我市各级档案部门将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让历史说话，用
史实发言”重要指示精神，依托档
案资源，推出更多优秀档案编研
成果和档案文化产品，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进一步利用档案
讲好党的故事。其中，市档案局
精心策划“百年追梦人”档案主题
宣传活动，市档案馆将推出大型
展览“巴渝丰碑 民族脊梁——
中国共产党重庆革命史（1921—
1949）”和“重庆记忆——近代以
来重庆的发展变迁”，永川区档案
馆新建成1000余平方米党史陈
列室。

依托档案资源，我市档案部
门还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据介绍，包括市档案馆在内
的7个地方综合档案馆已与四川
对口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两地

实现“一体化”发展贡献档案智
慧。市档案馆编研处相关负责人
说，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
已联合启动“印记100”——川渝
地区档案馆建党百年档案宣传
系列活动，用档案再现党的光辉
历程。

据介绍，全市已累计形成精
准扶贫档案389.8万卷，照片档
案54万张，实物档案1.5万件，为
超过10万人次提供利用。市扶
贫办利用这些档案资源，为编纂
脱贫攻坚大事记和扶贫志等提供
基础支撑。目前，《重庆市志·扶
贫工作志》（上卷）60万字已完
成，《重庆市脱贫攻坚大事记》约
650万字已基本完成。

此外，我市正推动档案工作
积极融入全市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战略，加快数字档案馆建设步伐，
逐步完成传统档案载体向数字化
载体转型，全力提升档案信息化
水平。我市正深入推进重庆档案
在线共享利用平台建设，目前基
本实现全市各级综合档案馆互联
互通，市民可在所在区县综合档
案馆就地查阅婚姻、独生子女、林
权等类别的档案资源，其中仅婚
姻档案就有1054万条。

让沉睡的档案活起来

用档案讲好党的故事

重庆三峡银行

走好金融服务“三步棋”为乡村振兴赋能加速
走好“特色棋”
激活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新动能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
2017年，重庆爱与果农业有限公司成立。

该公司是一家集脐橙种植、线上线下供货销售
为一体的企业，将奉节脐橙通过名下电商平台
销售到各大超市、商场，同时带动周边果农增
收。随着规模不断发展，公司于2020年建立了
第二个工厂，产能大幅度提升，但随之面临资金
周转短缺的难题。

三峡银行了解到情况后，立即组织客户经
理前往该公司，经调查了解到公司生产经营正
常，符合该行“脐橙贷”的授信准入，很快实现了
100万元的信用贷发放，解决了该公司的燃眉
之急。这笔贷款的落地也意味着三峡银行“脐
橙信用贷”这一特定信贷产品在市场期待中实
现了零的突破。

“只有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持续稳定提高农

民收益，才能筑牢乡村振兴之基。”三峡银行相
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该行根据区域特点，深
入聚焦当地特色主导产业，搞清特点，摸清规
律，找准优势，围绕优势品牌农产品，加大特色
产品研发，持续将金融服务注入发展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的各个环节中。

下好“稳盘棋”
夯实生猪稳产保供资金保障

国无农不稳，民无粮不安，粮食产业是乡村
振兴的基础。

巫山天兆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是渝东北地区

规模最大、品种最优、设施最先进的祖代种猪养
殖场。为积极响应市政府关于生猪稳产保供的
工作部署，该公司成立了在巫山官渡镇杨林村
征地110亩、新建存栏4800头的能繁母猪养殖
场，公司流动资金十分紧张。

三峡银行巫山支行了解此信息后，及时与
总行沟通授信方案，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特点，通
过信用贷款发放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500万
元，期限3年，用于采购饲料及药品，保障公司
新猪场建设稳步推进。

“生猪产业作为主要保供产业，关系到食品
安全、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三峡
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除支持生猪稳产保供外，
该行还围绕助力保障农产品供给、合理统筹信

贷资源、优先保障春耕备耕资金需求、积极运用
支农支小再贷款资金，支持保障人民群众的“米
袋子”“菜篮子”。

下好“关键棋”
培育农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于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2016年，三峡银行就着力培育农村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帮助重庆上田生态农业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解决资金难题，在农业企业自
身行业的融资担保较弱的情况下，为其积极寻

找解决办法，成功向其发放150万元贷款。
3年后，该公司因气候原因造成销售额度

远远不及目标，同时修建的观光旅游设备也增
加了企业的投资负担。三峡银行再次走访企业
了解生产和销售情况，并为企业发展和销售方
向提供建议，同时对接企业财务负责人确认续
贷方案，为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

三峡银行与这家公司相伴成长的故事，正
是该行助力乡村振兴的缩影。近年来，该行积
极支持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农村新
产业新业态的培育，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让农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让农业既有效
益更有活力。

下一步，三峡银行将继续加大对农业园区
建设、城镇化建设、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旅游等重
点领域的信贷投放，全面服务中小企业、三农建
设、乡村振兴，推动城乡深度融合，为推动社会经
济的高质量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刘铖铖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一直以来，重庆三峡银行（下称“三峡银行”）始终把支持“三农”发展、服务乡村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来抓，

持续提升涉农金融服务能力，强化对涉农企业和行业龙头的支持，走好金融服务“三步棋”，为乡村振兴赋能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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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革命故事展演”
传递红岩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