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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奋斗 再立新功

18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下）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大垭乡党委书记赵中娅：

“脱贫攻坚以来，大垭乡基础设施全面改善，实现了‘水电路
讯房’五个100%保障，彻底改变了以前落后的局面，这是令我感
到最满意的地方。”赵中娅说，老百姓都说是国家的好政策让“穷
大垭”变成了“金大垭”。

大垭乡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从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提
升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全面激
发内生动力5个方面进行探索。其中在产业方面，借股权化改革
和“三变改革”的动力，运用“公司＋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方
式进行产业发展，并注重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引领作用，建成了辣
椒烘烤车间，发展辣椒种植1000亩，成为一大主导产业。

接下来，大垭乡将发展壮大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加快推
进蔬菜、中药材、畜禽养殖等产业发展，强化农产品品牌建设，大
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同
时，强化生态保护，打造大垭乡全域旅游风景区，为最终实现全
域旅游风景区目标而努力。 （记者 陈维灯）

改革添动力 融合强产业

黔江区金溪镇党委书记李波：

“金溪镇探索实施‘蚕桑+N’山地现代蚕业模式，建成万亩
桑园，这是我最满意的脱贫攻坚成效。”李波介绍，金溪镇通过实
施“蚕桑+N”山地现代蚕业模式，实现了村村有产业，户户有增
收，从过去的“筲箕滩”变成了产业兴旺的“金银滩”，目前全镇8
个贫困村全部销号，1991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0年农民人
均纯收入达到了14652元。

李波说，金溪镇在做大做强山地特色产业和“桑+”立体循环
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打造蚕桑小镇，并
深入推进农村“三变”、集体产权制度、“地票”“林票”等改革，盘
活沉睡资源，壮大集体经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金溪镇还将继续壮大乡村产业。”李波
说，金溪镇将抓好优质桑园建设，总结推广“桑+”“果+”立体农业
模式，走好山地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并进一步打造长春桑旅
融合产业园、谭家坪现代农业观光园、平溪悦心憩园，探索开发
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游。 （记者 苏畅）

做强蚕桑业 打造“金银滩”

酉阳县浪坪乡党委书记李江：

“回顾脱贫攻坚成效，最让我满意的是浪坪乡转型升级持续
见效。”李江介绍，现在浪坪乡实现了村村通、组组畅、寨寨达，建
成覆盖全境、分布密集的交通网络。

“我们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关键抓手。”李江说，乡里累计
培育起村级集体经济组织3个，专业合作社25个，致富带头人
10名，建成农业产业孵化园500亩、茶叶基地1250亩、油茶基
地500亩、冰糖李基地520亩、养殖基地150亩等，形成村有主
导产业、户有增收项目的产业发展格局，让群众有岗位、有事
做、有收入。

“浪坪乡将从四个方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李江说，一是推
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二是推进特色产业
规模发展，实施千亩水稻、千亩辣椒、千只山羊、千头生猪“四千
工程”；三是通过引进公司、培育致富带头人、发挥专业合作作用
等形式，建设主导产业；四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推进乡村治理。 （记者 苏畅）

村民有岗位 经营有能人

2021年1月
28 日，酉阳县车
田 乡 车 田 村 新
开 办 的 乡 村 民
宿 迎 来 客 人 。
（资料图片）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2020 年 6 月
10 日傍晚，城口
县沿河乡北坡村
村民在广场上休
息锻炼。（资料图
片）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3年多的深度攻坚，最令李小平感到欣慰的是，三义乡减贫
任务全面完成：3个贫困村全部销号，605户贫困户2277名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至
1.2万元左右；生产生活更加便捷：贫困户全住房率、人行便道覆
盖率、贫困户电力保障率、农村集中供水率等均实现100%；产业
结构深度调整：培育了烤烟、中药材、高山蔬菜经果、特色养殖四
大脱贫产业。

“下一步，我们重点从‘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公共服务、改善
人居环境、激发内生动力、加强党的建设’下功夫，确保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他说，将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以永
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
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真正让三义乡
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让百姓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

（记者 陈维灯）

增收靠产业 发展有动力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三义乡党委书记李小平：

酉阳县车田乡党委书记田相君：

“在车田乡的脱贫攻坚成效中，全乡的产业发展得到提升让
我最满意。”田相君说，目前全乡已建成油茶基地25000亩、中药
材基地4000亩、经果林基地1400亩、茶叶基地2000亩、叶用枸
杞扶贫科研示范基地300亩。同时，发展乡村旅游，已打造铜麻
台、猫头坝、苗营、文家院子4个乡村旅游示范点，发展“桃源人
家”民宿233家。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排头兵。”田相君介绍，车田乡将全
乡所有闲置地流转到村集体统一管理，并引进酉阳县酉州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按“公司+村集体+农户”模式，对全乡油茶实
行统一流转、统一规划、统一栽植、统一管护、统一经营，所得收
入按照公司、农户、村集体经济6:3:1的比例进行分配。

“车田乡将走好农旅融合发展道路，在乡村振兴中开好头。”
田相君说，油茶“花果并存”，除了经济价值外，还具有很高的观
赏价值，下一步，车田乡将打造油茶公园，让游客品油茶、住民
宿、赏茶花。 （记者 苏畅）

茶园成公园 民宿留游客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隘口镇党委书记刘红明：

“我们隘口镇脱贫攻坚最大的亮点就是电商，依托秀山电商
产业发展的优势，我们实现了农村电商从无到有，带动了特色产
业从弱到强。”刘红明说，近年来，隘口镇投资6300万元建成投
用隘口乡村扶贫产业园，投用电商产品加工中心、电商研发中
心、冷链库、中药材加工中心，带动老百姓发展黄精、金银花、辣
椒等特色产业3.9万亩，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隘口镇的做法
是管好用好扶贫资产。针对3.9万亩特色产业，该镇通过提升加
工厂产能，进一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预计今年加工产值可达
1.2亿元以上；利用乡村扶贫产业园，大力引进食品加工企业、开
展非遗技艺培训，带动老百姓就地就近就业。

展望未来乡村振兴，刘红明说人才是关键。“产业发展已有
一定基础，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培养年轻化、懂经济、能力强的镇
村干部，尤其是选优配强村支两委和致富带头人，实现产业振兴
与人才振兴良性互动。”刘红明说。 （记者 栗园园）

电商带产业 加工促就业

“脱贫攻坚以来，最让我满意的是，指挥体系、帮扶力量、主
体责任等形成了齐抓共管形成强大合力，推动脱贫攻坚项目实
现如期完工率、投资完成率、绩效完成率三个100%，特色产业对
贫困户参与、融入、协作带动覆盖率为100%。”张凤政说，龙驹镇
以“三师入户”为切入点，听民情、解民怨、聚民意，构建基层治理
模式，推动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探索构建了以芦花鸡为代表的
特色产业联合体，深化城乡“医疗联合体、教育联合体”建设，拓
展推广“三甲医院托管乡镇卫生院”“城市名校带动农村学校”机
制，区域辐射服务力、带动带领力进一步增强。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龙驹镇将有序推动特色小镇、乡村振兴
项目建设，推进“产业联合体”，稳固提升现有“果、椒、药、菌、茶”
特色产业体系，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动产业“接二连三”；持续
夯实农村人才支撑，实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帮带
体系；深化完善“产业联合体”“医疗联合体”“教育联合体”等举
措，构建镇村一体、有效治理的乡村振兴体制。 （记者 彭瑜）

建设特色镇 完善联合体

万州区龙驹镇党委书记张凤政：

巫溪县天元乡党委书记林永：

“八千父老乡亲如期脱贫，和全国人民一道步入小康。”谈及
脱贫攻坚的成绩，林永十分自豪，“我们切实解决了‘两不愁三保
障一达标’和饮水问题，实现了“水电路讯房”的全面保障，村村
有产业、户户能增收，全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全体干部群众

‘石头缝里奔小康’的精神得到了充分发扬。”
天元乡探索建立了“三变改革”“托管代养”等七大扶贫模

式，打造了中蜂、中药材、特色经果、草食牲畜四个“万级基地”，
打造了“天谷元乡”区域公用品牌，解决了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同时，联合重庆三峡职业学院成立了乡村振兴学院
天元分院，为乡村振兴培养和留住本土人才提供了更好路径。

接下来，天元乡将努力打通外联大通道，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解决交通问题；做实农旅融合，进一步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和
集体经济，创新农村社会综合治理，努力发展乡村旅游，真正吃
上生态饭、走上旅游路，努力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记者 龙丹梅）

建四个基地 促农旅融合

开州区大进镇党委书记张太雷：

“深度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大进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张太雷表示，“水电路讯房”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茶叶、中
药材、粮油果蔬和乡村旅游“3+1”主导产业跨越式发展，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奠定了基础。

张太雷说，作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市级示范点，
去年下半年以来，大进镇围绕“五个走在前列”目标，在主导产业
培育发展、整治改善人居环境、深化基层治理、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创新。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打造“不走的
工作队”，推进“三育两带”行动，让更多“土专家”“田秀才”发挥
作用，助力乡村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进镇将主抓两件事。”张太雷表示，第
一件是做优做强主导产业，紧紧围绕高山生态特色效益农业发展
定位，稳步推进“三变”改革，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第二件是把
基层党支部建成坚强战斗堡垒，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让基层党支部
有人、有阵地、有能力、有钱办实事惠民生。 （记者 赵伟平）

党支部带动“土专家”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