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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底，武隆区正式退出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得
了“精准退出、顺利摘帽”的阶段性
成果。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
起点。”武隆区委书记黄宗华介绍，
摘帽之后，武隆区先后出台了《武
隆区深化脱贫攻坚全面开展贫困
动态监测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加
强脱贫攻坚边缘户帮扶工作的实
施方案》《脱贫监测户和边缘户“两
摸底”工作试点方案》，创新“七步
工作法（对象筛查、监测员提议、民
主评议、公示公开、乡镇审核、区级
备案、开展监测）”精准识别与帮扶

边缘户、脱贫不稳定户。“有效防止
脱贫人口返贫和边缘人口致贫。”

为确保对象不遗漏，武隆采取
三种方式精准筛查对象，一是由区
医保局、区民政局、区卫健委、区教
委、区残联等部门实施大数据比对
工作；二是农户通过微信自主申
报；三是提供便捷的自助申请通
道，村民可在村委会、乡镇现场申
请或他人代为申请。

从2020年开始，武隆区在行政
村建立月会议工作机制，在乡镇（街
道）建立防止返贫监测与精准帮扶
工作例会工作机制，做实防止返贫
监测工作。同时，该区围绕“两不愁

三保障”、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人居
环境、内生动力设计25个监测指
标，一方面通过电访、入户、座谈等
多种方式相结合对边缘户与脱贫不
稳定户开展监测工作；另一方面在
每个村设置一个动态监测点，由第一
书记或村支部书记为监测点组长，并
落实一名本土人才或大学生村官作
为监测员实时开展监测工作。

武隆区火炉镇筏子村的陆兴
超肢体二级残疾，儿子车祸去世，
儿媳离家出走，留下一个聋哑孙
女。一家三口仅靠种几亩土地维
持基本生活。

2018年9月，筏子村对陆兴超

一家纳入边缘户开展帮扶与监测
工作。对陆兴超一家纳入低保进
行兜底帮扶，同时帮助他申请产业
发展资金8500元，养殖生猪8头，
种植脆桃。去年，陆兴超养猪20头
收入9万多元，脆桃卖了1万余元，
一家人日子越过越红火。

“全区连续两年实现了零返贫
与零致贫的目标。”在确保脱贫户

“四个不摘”同时，武隆区对边缘户
出台产业发展、教育资助、基本医
疗保险资助、大病医疗兜底救助、
防贫保险等七项精准帮扶措施。

“确保脱贫户不返贫与边缘户不致
贫。”武隆区扶贫办负责人介绍。

3 月 3 日，武隆区
2021 年乡村振兴示范
片（东北片区）拟建项目
出炉，共有 34个项目，
投资近3亿元。

自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以来，武隆
区紧锣密鼓推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连
日来，武隆区委、区政府
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实施意见》，推动
“三农”工作重心逐步聚
焦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上来。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武隆区脱贫攻坚工
作亮点频现。武隆旅游
扶贫模式两次入选《世
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
例》，鲁渝扶贫助力堰塘
吃上“旅游饭”入选《全
国携手奔小康行动案例
选编》。易地扶贫搬迁
事迹入选全国“十三五”
易地扶贫搬迁典型案
列。武隆区被确定为首
批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
地，后坪乡天池苗寨被
确定为全国脱贫攻坚考
察点。

2021年，武隆区扶
贫办被中共中央、国务
院表彰为“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致富带头
人张永红、后坪乡白石
村“第一书记”杨懿获评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

作为全市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试
点区县，武隆区按照“面
上推进、点上示范”的总
体思路，以乡村振兴试
验示范为引领，推动产
业扶贫向产业振兴升
级、扶贫队伍向人才振
兴转变、素质提升向文
化振兴转变、环境改善
向生态振兴转变、阵地
建设向组织振兴转变。

“乡村振兴既要塑
形，也要铸魂。”武隆创
新开展“十讲十让”基层
微宣讲活动，扎实推进
以“孝贤洁序”为重点的
公序良俗工程建设，“促
进了基层治理，引领了
乡风文明。”

近年来，全区评选
出了“武隆区公序良俗
建设示范村”57个，评选

“武隆区最美家庭”610
户，培育3个家风家教示
范基地，开展“好婆婆”

“好媳妇”等评选600余
场次。全民争当“敬贤
思齐”典型，涌现出了

“全国文明家庭”杨兴明
家庭、冉显文家庭，全国

“五好家庭”吴小燕家庭
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兵
支书”群体被中央军委
国防动员部确定为国动
系统脱贫攻坚先进典
型，40余人荣获国家级
荣誉称号。

与此同时，武隆还指导各村
（社区）制定村（居）规民约，成立村
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
会、禁毒禁赌会，持续深化“吃得文
明”践行“光盘行动”。

在推进挖掘传承创新优秀乡
土文化工作中，武隆实施农耕文
化传承保护工程，强化乡村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推进
乡村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加强传
统村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
开发建设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让文物活起来、让文脉传下去。
完成和平中学旧址、大石箐石林
寺、土坎遗址、江口汉墓群等7处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双线”划定
工作。完成浩口仡佬族蜡染非遗
传习所、后坪木器非遗传习所、谢
氏烧烤非遗扶贫工坊建设，成功
申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
所3个，《乌江船工号子》等成功
申报为重庆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全区市级
非遗增至 26 项。建成 1 个图书
馆总馆、27个分馆，基层点28个，
逐步推进行政村总分馆建设。积
极推进乡情陈列馆建设，重庆邮
电大学与羊角街道艳山红开展

“校地共建”工作，探索乡村文化
振兴新途径。

“优化升级乡村文化供给。”据
介绍，武隆区持续深入开展文化惠
民工程，创新文化下乡内容和形
式，加强农村网络文化阵地建设，
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加大公共文化
设施免费开放力度。“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逐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不断加强。”

此外，武隆深化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建设“洁美宜居”乡村。羊角
街道艳山红村、长坝镇大元村、黄
莺乡复兴村、沧沟乡青杠村等成为
美丽乡村示范，艳山红村获评“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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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武隆高山蔬菜产业稳
定在40万亩左右，带动5000余户
贫困户年均增收5000元，蔬菜产
业成为精准脱贫的助推器和乡村
产业振兴的新引擎。

“产业发展壮大背后离不开科
技人才的支撑。”武隆区相关负责

人称，武隆区在在双河镇木根村成
立了高山蔬菜研究所，拥有9名蔬
菜专家。“主要任务就是培育推广
高山蔬菜新品种和研究推广高山
蔬菜种植技术。”

截至目前，蔬菜研究所筛选出
39个适宜武隆高山栽培的高山蔬

菜品种，完成了茄果类、豆类与叶
菜套作等16套栽培技术配套集成
示范，制定了重庆高山蔬菜栽培技
术地方标准10项、技术规程17项，
获得2项专利、3个软件著作权。
获国家工商总局地理证明商标2
个，农业部蔬菜地理标志产品5个，
蔬菜绿色产品认证36个，成功创
建武隆高山蔬菜国家级农业科技
园区。

“人才引领，农业科技水平不
断提高。”武隆区相关负责人称，武
隆区实施“塔尖”领航行动，将旅游
资源转化为招才引智的助推器，在
中国重庆（武隆）绿色发展实践国
际论坛上，成功举办“绿色扶贫与
乡村振兴”分论坛，柔性引进向仲
怀、陈宗懋等院士专家到武隆指导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建成
高山茶叶、高山水果、茶桑融合实
验基地等院士工作基地，与中国农
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合作建立“中
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专家工
作站”；组建了山地特色农业研究
中心，高山蔬菜研究所、高山茶叶
研究所、精品水果研究所、畜牧科

学院武隆分院等科研院所持续发
力。“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技术支持，
为乡村振兴集聚了产业人才。”

与此同时，武隆还开展“塔基”
助推行动，持续推动人才分类评
价，在全市率先出台《农村实用人
才认定和管理办法》。据了解，
2020年武隆区累计开展了30个新
品种试验示范，推广新品种20个，
推广新技术22项，遴选特聘农技
员市级专家7名，培育高素质农民
900人，培训乡村建筑工匠480人，
储备后备人才533人。

此外，武隆区不断强化“抓乡促
村”，着力选优配强乡镇（街道）领导
班子，着力建设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的乡镇（街道）干部队伍，加大
从本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返
乡人员、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退役
军人、外来优秀人才中的党员中培
养选拔村党组织书记力度，大力回
引农村本土人才，每村保持1名以
上在村挂职、至少储备2名后备力
量，切实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
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推进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去年11月，武隆区平桥镇（苕
粉）获第十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平桥镇获得农业农村部、财
政部评选的 2020 年农业产业强
镇。

“产业兴旺，是解决三农问题
的重要一环，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武隆区农业
农村委负责人称，武隆区在支持贫
困户发展产业的同时，加大对非贫
困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
度，探索做好产业扶贫和产业振兴
的衔接，以短平快为主的特色种养
业向以二三产业为牵引的长效产
业转变，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推
动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升级。”

在稳定粮食和生猪生产的基
础上，武隆区加快发展以高山蔬
菜、高山茶叶、精品水果、生态畜牧
等为重点的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做靓“寻味武隆”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坚持农文旅融合、产加销
一体，做精苕粉、果酒加工、电子商
务和乡村旅游业，建设一批“一村
一品”专业村和国家、市级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探索龙头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在产业发展中与贫困户、
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业
发展惠及更多贫困户。

武隆区区长卢红介绍，按照
“面上推进、点上示范”的总体思
路，围绕“2+6+N”产业布局、“一
环两园”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和5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重点在仙女
山街道、后坪乡2个乡镇（街道），
羊角街道艳山红村、芙蓉街道堰塘
村、白马镇板桥村、鸭江镇双河园
村、双河镇木根村、沧沟乡大田村
6个村打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示范样板”，带
动全区所有村把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的接力棒交接好。

芙蓉街道堰塘村距离武隆城
区 7公里，过去由于支柱产业缺
乏，发展一直不见起色。近年来，
堰塘村坚持农旅融合联动发展，新
建游客接待中心、观景平台、休闲
步道，以及乡村旅游体验项目，变
农田为景区、民房为民宿，打造武
隆城区后花园。去年“五一”期间，
堰塘村乡村旅游综合收入22.3万
余元。

“农业产业由散向规模聚集，
旅游由度假区向乡村旅游疏散。”
去年，武隆区旅客接待达3780万
人次，最高峰度假常住游客有35
万人次。依托这一优势，全区规划
并推进了5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打造了50个乡村旅

游示范点，同时大力培植特色采摘
经果林。“推动产业基地化、基地实
现旅游化。”

现在，武隆区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建设成绩斐然。芙蓉街道堰塘
村被评选为2020年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大田湿地人家—天池苗寨获
得了农业农村部等国家部委推介
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旅游精品景
点线路，12个村获得第二批市级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3个村获
得重庆市美丽宜居村庄、3 个乡
（镇、街）、6个村、10个点获得重庆
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单位。

去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实 现 51.64 亿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5.1%。一产业增加值实现 30.74
亿元，农产品电商销售额达到1.5
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5473元，增幅8.4%。

创新“七步工作法”巩固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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