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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奋斗 再立新功

18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上）

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最难啃
的“硬骨头”。2017年8月以来，我市参
照国家深度贫困县的识别标准，精准识
别18个市级深度贫困乡镇，以重大扶贫
工程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为抓手，以补
短板为突破口，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
面临的突出制约问题。

3 年多来，深度贫困乡镇共投资
69.44亿元，实施项目2071个，在基础设
施改善、人居环境整治、扶贫产业发展、
干部群众精神面貌提升等方面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贫困发生率从18.24%
下降到零，群众满意度达到99.3%，既攻
克深度贫困堡垒，又有机衔接乡村振
兴，在有效衔接上探索了路子、树起了
样子。

在全市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召开
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这18个乡镇的党
委书记，倾听他们的心里话。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常委、中益乡党委书记谭雪峰：

“现在全乡群众吃穿不愁，教育、医疗、住房也达到100%保
障。在好政策的带动下，大家也从‘推着跑’变为‘主动跑’，‘如
今政策就是好，我要努力向前跑’的观念深入人心。”回顾起决战
深度贫困的历程，谭雪峰无限感慨。

近年来，在开展脱贫攻坚的同时，中益乡还探索建立了“龙
头企业+集体经济+农户”“社会资本+集体经济+闲置农房”“农
家乐+贫困户”等产业发展联结带动机制，深度激发村集体、群众
发展动力活力，促进全体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乡村振兴。

“如今中益乡的乡村旅游发展已经起步，未来我们将继续丰
富旅游业态，争取到2025年将中益乡建设成为有影响力的乡村
主题旅游小镇，年接待游客达50万人次以上。”谭雪峰说，接下来
中益乡将以农业为基础、以文化为灵魂、以旅游为龙头，坚持农
文旅融合发展，建设好中华蜜蜂小镇，构建“大研学”旅游格局，
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确保家家有产业、户户有增
收项目，以此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记者 栗园园）

引带动机制 建旅游小镇

奉节县副县长、平安乡党委书记邹远珍：

“回顾脱贫攻坚的成效，最让我满意的就是平安乡开展‘四
访’工作，不仅让干部得到锤炼，更是让群众实打实得到帮扶。”
邹远珍介绍，通过干部走访、教师家访、医生巡访、农技随访的

“四访”工作法，平安乡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人居环境等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去年下半年，平安乡探索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银
行，约定积分、扣分、兑换细则，明确积信、积孝、积善、积勤、积美
五大指标，定期开展‘五星’评比，激发群众比学赶超，不断构建

‘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邹远珍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继续培育壮大产业，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邹远珍说，平安乡将稳定蔬菜、中药材、小水
果、豆腐柴“四个一万亩”种植规模，并推出“平安味道·幸福生
活”农特产品。此外，平安乡还将挖掘文昌田园“晴耕雨读”耕读
传家文化，创建文昌田园3A景区，推进农旅、文旅融合发展，努
力走好乡村振兴第一步。 （记者 苏畅）

乡村能善治 产业要壮大

巫溪县委常委、红池坝镇党委书记王仕杰：

“3年多的深度攻坚，红池坝镇围绕‘农旅融合、旅为龙头、农
为基础、交通先行、党建保障’20字治贫思路，不仅完成了消除绝
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也实现了‘农田变景观、农村变景区、农房变
民宿’目标。”王仕杰高兴地说。

作为全市乡村振兴示范镇，红池坝镇紧扣“市级乡村振兴先
行者、巫溪旅游西大门、全县乡村旅游示范镇”三个定位，努力实
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目标。去年，“红池云乡”旅游区获评
3A景区，茶山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和“全国文明村镇”3个国字号称号。过去的穷乡僻壤变
成了游人如织的乡村旅游景区，绿水青山成了红池坝镇的“金字
招牌”。

“今年，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小组团、微田园、生态化、有特
色’为方向，加快红池坝镇全域旅游创建。”王仕杰表示，将着力
培育“红池坝上·云中之家”乡村旅游品牌，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
富民兴镇的金山银山。 （记者 龙丹梅）

找准新定位 创建金招牌
云阳县泥溪镇党委书记陈宇：

“每当看到漫山遍野开满沁人心脾的柑橘花，看到群众面带
笑容数着卖农产品的钱，我就觉得无比欣慰。”陈宇说，与深度贫
困这块“硬骨头”作战3年多来，最让他满意的就是黑木耳、香菇
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切切实实让村民增了收。

“为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们主要在产业提
质增效和智慧农业等方面进行了探索。”陈宇说，泥溪镇立足产
业基础，建成电商大数据平台、智慧农业监测系统，让大数据智
能化为产业赋能，实现了对产、供、销全产业链的精准管理。此
外，还建成集农特产品加工包装、营销展示、观光体验等为一体
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效益。

陈宇说，接下来将全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通过产业基础设
施配套，间种食药两用的金丝皇菊，打造集观光、采摘为一体的旅
游项目。此外，进一步深挖农耕文化、增加体验互动，着力将三峡
农耕园打造成“让老年人寻回记忆、让年轻人记住乡愁、让小孩子
受到传统文化教育”的3A级乡村旅游景区。 （记者 栗园园）

促农旅融合 传农耕文化

“我们实现了扶贫产业到村到户全覆盖，整合相关扶持资
金，在全乡8个村因地制宜发展起笋竹、青脆李、油茶、花椒等效
益农作物1.8万亩，实现了村村有产业园。”黄友志介绍，乡里还
结合农村“三变”改革，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建立起财产、资本、
股权、工资等长效带贫益贫机制，全面消除了“空壳村”，鼓起了

“钱袋子”。
乡村全域旅游发展成为三建乡的最大亮点，乡里依托各村

特色产业规划，实施了“一村一品”乡村特色游，结合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先后打造了保家楼民宿、廖家坝旅游小镇、千亩梯田风
光等旅游景点，成为新的“打卡地”。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是我们接下来
最想做的事。”黄友志表示，将继续以“三变”改革为抓手，发展乡
村经济，最大限度地激活人、地、钱、自然风光等资源要素，以脱
贫攻坚的决心和勇气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记者 左黎韵）

村村有产业 户户能增收

丰都县三建乡党委书记黄友志：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鸡鸣乡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
发展、群众精气神的提升，最让我感到满意。”李明伟说，目
前鸡鸣乡的路网密度达到 2.31 公里/平方千米，电网全面升
级改造，移动网络覆盖率达到98%，形成了“1+3+X”的产业
格局；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与日俱增，满意度达 98%
以上。

与此同时，鸡鸣乡还以乡为单位设立奖助学金，并建立完善
制度，资助范围覆盖全乡所有学生，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将支部
建在产业上，成立功能性党支部，充分发挥无职党员作用。

李明伟表示，接下来将以“鸡鸣贡茶”为龙头，实施区
域发展计划，吸纳周边乡镇茶农，将“明通、鸡鸣、咸宜”沿线
中低山区域打造成为连片标准化茶园，全面实施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形成全产业链，借助周边景区实施农文旅融合
发展。

（记者 罗芸）

抓党建引领 建连片茶园

城口县鸡鸣乡党委书记李明伟：

巫山县双龙镇党委书记易前聪：

“我们通过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
规的力度，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回顾双龙镇3年多的脱贫
攻坚之路，易前聪感慨万千。

他说，深度脱贫攻坚激发了群众发展的斗志，消除了“等靠
要”的思想，让群众深谙幸福是靠双手奋斗出来的道理。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易前聪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双龙镇
将以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
现有帮扶政策、资金支持、帮扶力量总体稳定，利用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契机，全力创建“三个示范镇”（特色生态产业示范镇、乡村治
理创新示范镇、乡村文化建设示范镇）。以产业发展支撑乡村全面
振兴，发挥产业的基础作用，不断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种植、管护、销
售、加工、仓储冷链、物流运输全产业链发展。同时，培育壮大青脆
李、中药材、柑橘、核桃等生态农业，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实
现脱贫户和一般农户可持续增收，更好地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记者 赵伟平）

创建示范镇 完善产业链

武隆区后坪乡党委书记宗小华：

通过3年多的深度脱贫攻坚，后坪乡全面解决了贫困群众
“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用当
地群众的话来说：干部群众“全力战天斗地、变化翻天覆地、精神
感天动地”，这3年是后坪历史上变化最大的3年，也是干部群众
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3年。

宗小华说，2020年以来，后坪乡按照全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要求，重点在组织振兴、人才振兴和产业振兴上进
行了探索。特别是产业振兴，通过实施特色农业的“三万五园”
产业规划，实现了在地高山茶叶8200亩、中药材7600亩、中华
蜂6200群，山地特色农业产业逐渐规模化。

今年后坪乡将重点实施组织振兴，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创
新。这几年，通过“法治扶贫”项目的有效实施，结合“一章一约
三会”的推广，后坪乡真正实现了“群众的事情群众办”“群众的
问题群众解决”，以良好的社会治理环境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记者 罗芸）

产业上规模 治理出新招

城口县沿河乡党委书记吴雪飞：

“我们以攻坚克难、破釜沉舟的精神和韧劲，完成了以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及住房保障为主的跨越式发展，切实解决了群众

‘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问题，彻底斩断了‘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
人’的穷根，为区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吴雪飞说。

针对基层治理“一盘散沙”、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等问题，
沿河乡创新实施“院落自治”管理模式，推行“大网格+小院落”工
作机制，最大限度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调动群众参与村庄发展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乡村“三治”融合发展，形成了“党建扎桩、
德治塑魂、院落织网”的院落自治样本。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吴雪飞
表示，作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示范点，沿河乡将继续

“走在前列、作出示范”，加大力度发展特色产业，完善优化产业
布局，推进以竹笋、香菇为主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品牌建设，挖
掘传承红色文化和山地文化，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记者 汤艳娟）

管理靠自治 产业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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