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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益乡幼儿园就挤在乡小学教学楼一楼，

只有1个混龄班。如今开设了大班和中班，还新增了
一名老师。新幼儿园设4个班、可容纳120名幼儿，
完全能满足中益乡和周边儿童就近入园。

中益乡小学也有了新变化，实现了网络教学环境
全覆盖，和重庆沛杰教育集团共办的英语外教5G双
师课堂已实现常态化。“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
受教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校长刘斌铭记在心。硬件条件变好了，现在学校
把重心放在了内涵发展、幸福校园文化建设上，让学
生在德智体美劳上均衡发展。学校增加了一名美术
老师、一名英语老师，补齐了以前的短板。“我们的孩
子越来越自信，越来越阳光了。”刘斌说，这是自己最
感欣慰的地方。

走出校园，乡政府旁，一幢灰砖外墙的时尚建筑
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这是一座艺术馆吗？”“不，这是
去年8月投用的乡卫生院。”院长蒋凤笑呵呵地介绍，

“新院区的病床增加到38张，新设手术室，增加了彩
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DR等设备。还与山东省立
医院、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石柱县人民医院实现
远程诊疗，老百姓就医质量有了很大提升。”新卫生院
投用后，已接诊患者5000多人次，住院近600人次，
实现了让病人“少花钱、少跑路”。

两年前的院坝会上，蒋凤向总书记报告，要在让
乡亲们“少花钱、少跑路、少生病”上持续发力。“总书
记叮嘱，一定要做好医疗保障工作。”去年，中益乡卫
生院累计兑现救助资金38.89万元、1493人次，贫困
人口就医综合报销比例达90%。

蒋凤说，乡卫生院专门设置了家庭医生，实现慢
性病贫困患者在家签约服务率100%。“乡村振兴要
大力提高乡亲们的健康意识，从‘治病’向‘治未病’转
变，让乡亲们少生病不生病，这是我们的目标。”

对此，华溪村金溪组脱贫户谭登周深有体会。老谭
因伤丧失劳动力，老伴焦光润患有风湿哮喘等慢性病。
家庭医生刘新江定期上门随访，提醒老两口该吃啥穿啥
注意啥，看病拿药一点都不用操心。他今年又养了10
多只鸡鸭和7桶中蜂，院坝新铺了石板，安装了栏杆，
每天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刘医生说了，房前
屋后要保持干净，才不容易生病噻！”老谭笑得爽朗。

沿着一片粉色木瓜花海一路往下，就到了老党员
马培清家。如今，马家院坝成了游客“打卡”的地方，
不少游客正在小楼前拍照留念。小楼一侧，由马家旧
猪圈改成的中华主题邮局里增加了土特产品和饮料，
闲置的阁楼改造成“初心书屋”，供游客休闲阅读。马
培清的儿媳妇谭明兰兼售货员、书屋管理员，还在非
遗扶贫就业工坊做手工，忙得团团转。

88岁的马培清老人胸前戴着党徽，衣着整洁，精
神矍铄。“每天都有客人来，多的时候两三百人呢。”正
忙着和游客合影的马婆婆告诉记者，要随时注意自己
的外表，给游客留个好印象。

已有47年党龄的马婆婆如今成了义务讲解员，
跟游客讲总书记对乡亲们的关心，讲华溪村的变化，
讲自己已过世的父亲马发兹解放前借助手艺人身份
开展地下党工作的故事……

“看到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我一点也不累。要永
远感恩党，感恩总书记，不能忘了我们是啷个过上好
日子的。”老人咧开嘴，笑了。

总书记两年前在中益乡牵挂的“两不愁三保障”，
中益乡已全面实现。539户1845名贫困群众全部达
到现行脱贫标准，2020年全乡贫困家庭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12677元，较2017年增长70.7%。

“甜蜜事业”日渐兴旺

3月30日上午，在乡党委会议室，乡里召集7个
村的支部书记开会，主题就是今年怎么带领群众在乡

村振兴路上跑？具体抓手有哪些？热火朝天的讨论
声压过了窗外的风雨声。

中益乡脱贫摘帽后下一步怎么发展？如何建设
美丽乡村，让农民富裕富足？这是中益乡党委政府一
班人这一年思考最多的问题。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中益乡党委书记谭雪峰告诉记者，在北京参加了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感觉压力更大了，但心里更有底了。“中益乡取得
了一些成绩，但路还很长，我们肩负的责任很重，产业
要可持续发展，发展要惠及每个群众，决不能有可以
歇歇脚的思想，必须要乘势而上，继续努力。”

为找准产业发展方向，中益乡很费了一番功夫。
全乡耕地仅1万多亩，土地零碎、土壤贫瘠。“我们在
谋划脱贫产业之初，就考虑仅靠现有的‘巴掌田’‘鸡
窝地’难以支撑乡村振兴。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同富
裕，光靠农产品还不够，需要多条腿走路。”在市委办
公厅扶贫集团驻乡工作队帮助下，根据自身特色，中
益乡制定了加快农业“接二连三”，推进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思路。

第一步是深度调整产业结构，目前，中益乡已形
成了中蜂、中药材、特色蔬果三大支柱产业，中药材、
特色果蔬面积达1.8万亩，中蜂8000群，全乡粮经比
从过去的9:1调整到1：9。这些产业宜农宜旅，为乡
村农旅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

第二步是发展以“初心研学游为轴、中蜂文化为
基础、土家民俗为特色”的乡村农旅产业。记者在光
明村柿子坝看到，一个以蜜蜂为主题的蜜蜂文化广场
正在建设中，游客接待中心、蜜蜂游乐园、中益旅游客
运站、“太阳出来喜洋洋”民俗馆都基本完工。中益乡
是中蜂之乡，年产蜂蜜32吨，正打造以蜜蜂为主题，
集养殖、加工、销售、游乐于一体的农旅融合项目。旅
游客运站预计5月投用，届时将开通多条旅游班线。

“太阳出来喜洋洋”民俗馆占地1327平方米，将向游
客展示石柱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目前，中益乡已建有
蜜蜂主题文旅项目和相关配套项目14个。5月20
日，2021“世界蜜蜂日”中国主会场将设在这里，“中
华蜜蜂小镇”日渐成型。

“初心研学游”也是中益乡发展文旅产业的一大
特色。记者在华溪村看到，建筑面积约5480平方米
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践教学基地”已建成，现
代化的教学设施，一栋栋崭新的学员宿舍引人注目，
投用后将和国内知名高校合作，形成独特的“培训+

民宿”模式。
集非遗制作、展示、销售、赏玩于一体的“毕兹卡

里”项目已耸立在通往黄水镇的路边，有望成为当地
一扇旅游窗口。

中益乡地处大风堡原始森林深处，属于大黄水旅
游圈，生态宜人，发展休闲避暑游有优势。

坪坝村冉家坝官田河边，有一排古朴别致的土家民
宅。记者走进“云上华溪茶室”，店主刘晓兵正赶制老鹰
茶。“3月中旬才开业，每天至少要接待100多人。”刘晓
兵原先在石柱县城做生意，看好中益乡旅游发展前景，
租用了一间土家民宅开茶室，收购当地野生老鹰茶加
工茶叶。一开始，他还担心这里生意不如城里红火，
没想到刚开业就迎来了大批游客，茶叶供不应求。

坪坝村村支书刘成勇告诉记者，坪坝村有3个由
土家吊脚楼组成的传统院落——白果坝、冉家坝、大
湾。过去这些吊脚楼因年久失修、不通公路，大多无
人居住，渐渐破败。

坪坝村联合重庆黄水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按照村
集体经济组织占股20%、公司占股60%、农户占股
20%的方式，组建坪坝民宿公司，共同开发精品民
宿。村民楼上居住，楼下出租，还可就近打工，有能力
的村民可自行经营，全体村民还可获得股金分红。用
这种方式，坪坝村盘活了57间闲置房屋。公司还带
动在家农户自主发展农家乐，已发展5家。今年，又
有12家农户加入进来，目前正在改造房屋。

坪坝村的“两坝一湾”，正是中益乡通过“社会资
本+村集体经济组织+闲置农房”民宿发展机制，打造
的乡村旅游示范带。目前，中益乡已形成全家院子、
大湾、金溪沟三大民宿片区，打造了偏岩坝、官田驿等
农家乐集中点6处，共发展民宿、农家乐130多家，初
步构建起“研学游”格局，2020年全乡接待游客15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00余万元。

在坪坝村石桥组，记者看到村民谢远成正忙着搅
拌水泥。一问才知道，他想赶在5月旅游旺季前，把
自家的酿酒作坊扩大规模。谢远成有酿酒的好手艺，
酒虽不错，但市场却有限，自从乡里发展乡村旅游，他
的订单也越来越多。“去年光卖酒就收入20多万元。”

“要让产业可持续发展，惠及更多群众，就必须通
过建机制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进而激活社会市场活
力，形成多方共赢。”中益乡乡长刘登峰告诉记者。

中益乡探索建立了多种模式的利益联结机制。
比如“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特色产业发
展机制，“农家乐+贫困户”的带贫机制、“专业公司+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业态运营机制等，这些机制都坚
持一条根本原则：带动更多群众增收。

中益乡所辖7个村过去均是支柱产业“空白村”、
集体经济“空壳村”，现在都成立了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但各村“单打独斗”，发展乏力。去年7月，7个村
集体经济组织联合入股，成立石柱县益起奔跑文化传
播公司，“抱团”发展。

公司成立后，又依托鲁渝协作引进专业团队，合
资成立了石柱县溪游记民俗文化公司，整合资源，专
门运营中益乡研学旅游。这一招效果显著，目前已接
待60多个研学团队、4000多名游客，直接经营收入
近10万元。

刘登峰充满信心地说，到2025年，中益乡争取实
现年接待游客百万人次以上。

干部群众“益起奔跑”

在华溪村，记者碰见陈朋正在黄精地里除草。陈
朋是马培清老人的小儿子。相比去年采访时，现在的
陈朋开朗健谈多了。“这5亩地的杂草，都是我用手拔
光的，不能打药。再过两年，黄精就可以收获了。”陈
朋拔出一根个头硕大、根茎粗壮的黄精，自豪地给记
者看。交谈片刻，他告别我们，忙着去蜜蜂文化广场
工地做木工，“我是党员嘛，样样要带头。”

“这两年要说最大的变化，就是脱贫群众精神风
貌焕然一新，增添了自立自强的信心勇气。看到家乡
一天比一天好，大家致富奔小康的劲头越来越足。乡
亲们都说，不能辜负总书记的期望，要感恩奋进，努力
向前跑，建设幸福中益。”谭雪峰感慨道。

随着中益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机会越来越
多，这两年，就有90多个年轻人返乡创业，他们爱农
村，有文化，善经营，成为发展产业的骨干，让昔日的
留守村焕发了生机活力。

“过去乡里开个会，干部中我就是最年轻的一
个。现在全乡7个村支部书记，5个都比我岁数小。”
谭雪峰告诉记者，其中6个村支书都是这两年才从外
地返乡的本地村民。最小的光明村村支书刘屹伦只
有28岁，刘屹伦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重庆主城从事金
融工作，还开了家公司。眼看着这几年家乡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政府又为年轻人搭建了干事创业的平
台，这让他产生了返乡发展的想法。去年底，刘屹伦
回村任党支部书记后，就争取到了“蜜平方数字化共
享农场”项目落地，还带头发展了100群中蜂。

刘成勇也是从外地返乡的本地村民。他说，回乡
以后在扶贫一线摸爬滚打，“虽然累点，但看到家乡的
变化，心里还是挺满足的。”脱贫一线党员干部的辛劳
与付出，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仅这两年，全乡就有20多名村民入党。

在坪坝村石桥组“飘香里”农家乐，脱贫户向大
忠、邹小珍夫妇正忙碌着。夫妻俩过去在家务农，没
啥技能，生活贫困。在参加乡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
后，一个学电工电焊，一个学中药材种植和厨艺，摘掉
了贫困户帽子。如今他们又开起农家乐，生意不错。
怀揣一颗感恩心，去年4月，夫妻俩一起交了入党申
请书，现在，邹小珍已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在华溪村偏岩坝特色农家乐一条街，一户农家乐
打出了醒目的招牌：供应“两不愁套餐”。“都是我们土
家族的传统菜，有酸渣肉、油团子粑粑和都粑块。”“发
明”这个套餐的村民谭明翠告诉记者，过去穷，谁家能
吃上这几样菜，别人就会羡慕，认为这家人“不愁吃不
愁穿”。“现在生活好了，这几样菜天天都可以吃到，我
就想着能让游客也尝尝。”

“这个农家乐全靠党和政府政策好，在社会各界
帮助下才开办起来，生意好的时候每月接待100多桌
客人。以前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还能当上老板，现在
是不愁挣不到钱，不愁没游客，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呢！”谭明翠的爽朗笑声在小院里久久回荡……

山乡巨变换新貌 感恩奋进向前跑
——重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

3月29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宽敞、干净、整洁、漂亮的乡镇街道。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上接4版）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我

市从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中精准识别出
18个深度贫困乡镇，使其成为全市脱贫攻坚纵深推
进的主战场，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

此外，组建18个深度贫困乡镇脱贫攻坚工作指
挥部，重点在稳定脱贫、基础设施、产业扶贫、生态保
护、人口素质、公共服务、村“两委”等方面进行提升。

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必须充分发挥考核指挥
棒作用。

我市把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作为重中
之重，组织20万干部展开4轮排查摸底、两次脱贫攻
坚“回头看”，全面动态掌握“两不愁三保障”情况，挂
单销号、明码结账，排查发现问题挂单整改。

定标施策、定向发力、定点消除、定网监测、定责
问效的“五定法”，是确保“两不愁三保障”落地落细，
推动脱贫攻坚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

定标，定的是对标对表中央要求的全市统一政策
标准；定向，定的是“两不愁三保障”中的薄弱环节；定
点，定的是未脱贫户、已脱贫“临界户”和十类重点户
的攻坚点位；定网，定的是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的
监测网络；定责，定的是工作措施精准落实到位的担
当职责。

通过“五定”并举施策发力，逐项逐户对账销号，
我市用一年时间，确保5155个“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全部销号，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
决、一项工作一项工作推进……我市把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各环节，把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回头看”反馈问题贯穿始终，奔着问题去，揪着
问题改，一体挂单落实整改。

一位参加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媒体暗访工作的记
者，在“不公开调研组身份，不与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
打招呼，直接深入到村组、农户家中”的10天调研后，
发出感慨：持续多年的脱贫攻坚战，让贫困区县、贫困
村的面貌有了巨大提升，贫困群众的收入水平大幅度
提高，干部群众的精气神显著提振，“犟拐拐”少了，

“明事理”的多了。
脱贫攻坚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一分部署，九分落

实，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才能保证脱贫攻坚战打得
赢、打得好。

接续奋斗 砥砺奋进新征程

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攻坚战，何其艰辛、何其精
彩！夺取全面胜利，何等激越、何其伟大！成为这一

人间奇迹的参与者、见证者，又何等光荣、何其有幸！
广袤的巴渝大地上，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

个角落。
——我们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所有贫困群

众实现“两不愁”真不愁、“三保障”全保障；
——我们大幅提高了贫困群众的收入水平，至

2020年底人均纯收入达到12303元；
——我们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生态条件，

“千面坡、万道梁，满山都是土坯房”的贫困地区，如今
“条条新路盘山梁、通组到户宽又畅，产业基地务工
忙，户户住上安稳房”；

——我们明显加快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贫困地区
干部群众认为，“脱贫攻坚使当地发展提前了10年”；

——我们有效提升了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广大扶
贫干部“面对面”送政策、“实打实”送方法、“心连心”
送关爱，群众不脱贫，干部不离村；

——我们显著提振了干部群众的精气神，如今
“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救济奔小康”的少了，“指亲戚
靠邻居，不如自己争口气”“苦干巧干加实干”的多了。

山河日月镌刻璀璨初心，八载春秋绘就举世华
章。脱贫攻坚伟大实践孕育形成了伟大的脱贫攻坚
精神。脱贫攻坚让我们不仅收获了物质上的丰硕成
果，也取得了精神上的宝贵财富，经过艰苦卓绝的脱

贫攻坚战的淬炼，重庆广大干部群众对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努力在共同富裕新征程上取得更大成绩，更有
底气更有能力，更加充满信心。

2月25日下午6点，一架飞机平稳降落在重庆江
北国际机场——参加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
重庆代表团，从北京载誉归来。挂着奖牌、戴着红花
的获奖者，仍沉浸在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

“既是总结宣传脱贫攻坚以来取得伟大成就的
‘宣传会’，更是鼓足干劲再出发的‘动员会’。”

“将以此次大会作为新征程的起点，向着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向着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
出发。”

……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我
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松劲歇脚，必须乘势而上、
再接再厉、接续奋斗；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正激励
巴渝儿女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向着幸福奔跑，奋力谱写重庆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