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颜安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又到了新茶采摘的黄金时
节。4月1日，在奉节县“白茶小镇”草堂镇的桂兴
村、双凤村白茶基地里，茶树纷纷吐出嫩芽，散发出
阵阵清香。村民们穿梭于茶林间熟练地采摘茶芽，
一派繁忙的景象。

“两不愁”的解决，重点在于有稳定的增收渠道。
近年来，重庆依托优势产业做文章，为贫困户量身定
制帮扶措施，推动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农户联产联业、
联股联心，强化兜底保障等机制，让群众持续受益。

特色产业覆盖90%以上的脱贫户

这天一大早，双凤村村民石家桂来到离家不远
的800亩白茶基地，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掰着手
指给记者算起了细账：“平时除草、管护等打零工80
元一天，采茶30元一斤，手脚快点一天能挣一两百，
去年仅凭白茶，我一人的收入就超万元。”

在重庆，像石家桂这样，依托产业甩掉了贫困帽

的群众，数不胜数。
脱贫攻坚以来，我市按照“发展生产脱贫一批”

的要求，把发展产业作为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全力
推进特色产业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是一个大概念，
搞什么、在哪儿搞、谁来搞、卖给谁，都要精准。”市扶
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打通产业精准到村到户“最
后一公里”，我市建立起市、区县、镇(乡)村、贫困户四
级产业指导体系。

市级层面，组建18个产业扶贫工作技术指导
组，定点联系指导33个有扶贫任务区县和18个深
度贫困乡镇；区县层面，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组
建101个技术专家组，组织专家459名包乡指导；乡
镇层面，组织6600余名农技人员包村服务；农户层
面，全市共选聘产业发展指导员2.87万人，推广“双
对接双选择”产业到户机制。

扎实有效的措施，让我市的特色扶贫产业长足
发展：目前，33个曾经有扶贫任务的区县发展起柑
橘、榨菜、中药材等十大脱贫主导产业，覆盖90%以
上的脱贫户。

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健全完善

4月2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金溪
组脱贫户莫丙富一大早就出了门，去村里的黄精劳
务队上工。

莫丙富今年50多岁，曾是村里有名的懒汉。
2017年11月，华溪村以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和
部分村民出资共同入股的模式，将村民1200亩可利
用土地整体流转发展果树、中药材等。村干部动员
莫丙富将土地入股，又建议他去村集体打工。2018
年，莫丙富打工收入有1万余元，土地入股的分红也
有一两千元，还在乡里的帮助下建起了新房，他说：

“日子有了奔头，再也不睡懒觉了。”
利益联结机制是产业扶贫的核心。党的十九大

以来，我市将健全完善扶贫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
联结机制作为重点，引导贫困户以多种方式参与到
扶贫产业发展中来。

“主要有资产收益、土地流转、资金入股、房屋联
营、务工就业、产品代销、生产托管、租赁经营等8种

利益联结方式。”市农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与农村“三变”改革相结合，我市变贫困村“闲散资
源”为“优质资产”，让农村“沉睡”的资源活起来。目
前，农村“三变”改革试点脱贫村195个，11.9万脱贫
人口成为股东，年人均增收500元左右。

低保兜底为贫困人口筑牢“最后一道防线”

有劳动能力的群众，可以通过产业到户政策，依
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而没有劳动能力的群众，则需要
通过托底保障解决“两不愁”问题。

今年50岁的谭勇，是巴南区东温泉镇黄金林村
民小组村民。2018年，一场脑梗让他从此丧失了劳
动能力，被识别为边缘易致贫户。

关键时刻，东温泉镇扶贫办的工作人员上了门，
给谭勇解决了低保和公益性岗位，让他心里的石头
落了地。

一个社会的“温度”，取决于底线的“刻度”，丧失
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是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我
市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纳入低保保障，实现应保
尽保。同时，还建立起社会救助标准自然增长和物
价上涨联动机制，农村低保标准较 2016 年增长
65%，特困人员供养标准较2016年增长34%。数据
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市共有25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纳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范围，脱贫地区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33个曾有扶贫任务的区县发展起十大脱贫主导产业

产业兴旺 念好“致富经”

重庆：“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上）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是贫困人口脱贫的
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改革
开放40多年来，党和国家从
着力解决温饱问题为核心，
逐步延伸到注重基本医疗、
义务教育及住房安全，从“两
不愁”到“三保障”，扶贫工作
从“温饱型”到“保障型”，进
入最关键的阶段。

近年来，重庆市坚持把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任
务，把巩固成果防止返贫摆
在更加重要位置，全市“两不
愁三保障”已全面实现。

□本报记者 龙丹梅

“现在一开水龙头，就能喝上干净清亮的自来
水，再也不用下山挑水了。”4月7日，巫溪县胜利乡
洪仙村，脱贫户刘会杨打开水龙头，自来水“哗哗”流

淌。得益于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通过架设管道
从45公里外的文峰镇引水，巫溪县一举解决了胜利
乡及周边近7000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18年全国打响
农村饮水安全保障脱贫攻坚战以来，我市把解决贫

困人口饮水安全作为保基础惠民生的重要任务。目
前，全市基本建成以规模化供水工程为主、小型集中
供水工程为辅、分散供水工程为补充的农村供水保
障体系。截至去年底，全市已有农村供水工程32.7
万处，其中百人以上的集中供水工程2.14万处、分散

供水工程30.57万处，供水人口达2304万人，全市农
村饮水正从“有水喝”“喝安全水”向“喝好水”转变。

此外，我市着力解决农村供水工程特别是小型
集中供水工程的管护难题。目前我市676处规模化
供水工程已全部实行企业化管理，近两万处千人以
下集中供水工程落实了管护责任人。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起，我市将通过
“一改三提”（即“改善农村供水设施饮水条件，提升
人均可供水量、提升水质达标率、提高运行管护水
平”），确保实现到 2025 年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
88%、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5%的目标。

截至去年底，全市农村供水人口已达2304万人

管护给力 喝上“放心水”

□本报记者 杨永芹 白麟

“如今，村里的冷链冻库修好了，我也买了冷藏
车，今年夏天可以把李子直接销到广东了。”4月1
日，许泽生看着长势良好的李子，开始盘算着今夏李
子的销售情况。

许泽生是开州区大进镇红旗村七组村民，一条
通向山外的“四好农村路”让他的生活实现了“大跨
越”，由打工仔变身合作社理事长。

修好一条路 激活一方产业

红旗村曾是大进镇的贫困村之一，虽然距离镇
上只有5公里，可公路不通畅成为阻碍红旗村发展
的一个瓶颈。

2017年，在外打工的许泽生听说村里的公路要
拓宽硬化，便返乡成立了由140多户村民入股的开
州区红旗晚熟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道路没硬化，村里干什么事都要先看天气预
报。一下雨，小车就开不进村。”许泽生回忆，从开州

城里购买有机肥后，需先用大车运到大进镇，再用农
用车转运到基地，每吨运费约150-200元。

2018年，开州区交通局着手拓宽硬化红旗村道
路。第二年，这条通往镇上的环线路建成了。

村里公路修好了，肥料运费降低了一半。头脑
灵活的许泽生在2020年上半年注册了“大进红旗
李”商标，并通过绿色食品认证。今年2月，合作社50
吨的保鲜冷链仓储建成，许泽生趁机买了一台冷链
车。“今年合作社李子产量估计有二三十万吨，明年产
量至少翻番，届时冷链仓储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

“交通困难，一难变万难。公路畅通，一通变百
通。”市交通局相关人士称，“十三五”以来，我市积极
推进“四好农村路”进村通组，曾经的18个深度贫困
乡镇具备条件的村民小组通畅率均达100%、均有1
条以上便捷的对外连接通道，村民也告别“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实现了“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

农村电网改造 电力添了保障

“现在游客这么多，还好电负荷增加了，不然我

们可接待不了。”4月3日中午，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
益乡全兴村老街的黄水人家专业合作社中益分社
（即景轩居）内热闹非常，四五桌游客正在享用热腾
腾的饭菜。景轩居负责人谭中华看着这一幕，脸上
满是笑容。

景轩居是一家5层楼的民宿，可同时接待60
人食宿。去年以来，随着游客日益增多，景轩居的
各种用电设备负荷大增。了解到情况后，国网重
庆石柱供电公司不久前将景轩居的100余米表前
线，换为50平方毫米铜芯线，保障了该民宿经营
发展所需。

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区的中益乡，曾是重庆
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为让当地居民从“用上
电”到“用好电”，近年来，石柱供电公司投资1300
多万元完成中益乡农网改造升级，实现10千伏双
电源供电及动力电进院坝，电力投资超历史总和。

受益的不仅是中益乡。“十三五”以来，国网重庆
市电力公司累计投入农网改造资金128亿元，提前
一年全面完成公司供区内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

目标任务。

通讯“高速路”入户 助农产品“出山”

“以前，手机经常没信号，打不通。现在信号强
了，在网上卖村里的农产品很受欢迎。”4月3日，谈
起村里的通讯网络，酉阳县浪坪乡浪水坝村村民谢
昌文一脸的幸福。

浪坪乡是酉阳最偏远的乡镇之一，过去浪水坝
村由于交通不便、发展落后，通讯网络并未完全覆
盖，手机信号时断时续。

近年来，中国移动重庆公司积极推动贫困地区
通讯网络设施建设，通讯“高速路”进村入户。浪水
坝村建立了益农信息社，让农村电商成为农民的新
农活，并在渝益农平台发布农产品产销对接信息，帮
助滞销农产品找销路。

借助“益农信息社”，谢昌文在网上建立起电商
平台，销售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如核桃、花生、萝卜
干、大脚菌等。“以前滞销的农产品，如今飞出了大
山，仅去年就销售30多万元。”谢昌文表示。

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5 年至
2019年，我市在贫困地区累计投入约69亿元，建设
基站3.4万个、宽带端口567万个，大力推动光纤和
4G网络向农村腹地延伸。同时，积极推广智慧农
业、5G网联无人机植保、农机5G自动化驾驶改造等
涉农信息化应用，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曾经的18个深度贫困乡镇具备条件的村民小组公路通畅率达100%

筑牢基础 提升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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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3 日，秀山隘口镇乡村扶贫产业
园，工人在加工自热火锅用的粉条。（资料图片）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2019年10月23日，酉阳酉酬镇双碌村，电力
工人进行电网升级改造作业。（资料图片）

通讯员 冉川 摄/视觉重庆

2020年7月6日，北碚区金刀峡镇七星洞村一
社，村民李小四用自来水淘菜。（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秦廷富/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