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
贫
攻
坚黔

江

2021年4月 15日 星期四
责编 胡东强 王萃

美编 陈文静

T4

2015年7月，黔江吹响“贫困户越线、贫困村脱贫、贫困区摘帽”冲锋号，集中力量向贫困宣战。脱贫攻坚中，黔江着眼产业造血，大力发
展蚕桑、水果、旅游三大特色产业；以医疗系统、教育系统、驻村干部三支团队为代表的扶贫团队倾力帮扶，全力战贫；黔江区、黔江区扶贫
办、黔江区扶贫信息中心今年接连斩获“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三块金字招牌。

不断凝聚的脱贫合力，助力黔江圆满完成脱贫任务。截至去年底，全区贫困人口100%脱贫，脱贫人口100%不返贫，一般户100%
不致贫，全面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问题。

凝聚脱贫合力 同奔小康之路黔江 三大产业强支撑 三支团队忙帮扶 三块招牌显作为

有机桑蚕茧

脆红李

产 业 之 一

蚕桑 万缕千丝织绘小康盛景

黔江区地处渝东南中心和武陵山区腹
地，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和亚热带湿润季
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十
分适宜蚕桑生长，栽桑养蚕历史悠久。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黔江经过30多年
努力，把蚕桑产业打造成为全区农业三大支
柱产业之一，构建起从栽桑养蚕到缫丝加
工、服装制造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全产
业链。2020年，全区实现产茧7万担，全年
栽桑养蚕综合产值突破1.7亿元以上。蚕茧
总量、质量连续10年位居全市第一。获得
了“黔江国家蚕桑生物产业基地”“黔江桑蚕
茧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中国蚕桑之乡”

“桑蚕茧国家地理标志”4个国家级品牌。
黔江积极鼓励有能力的贫困户种桑养

蚕，发动没有自种自养能力的贫困户到蚕桑
企业、养蚕大户务工就业。2020年，全区95
个贫困村中有73个贫困村、299个组、1757
户贫困户养蚕3.16万张，产茧98.52万公斤，

蚕农售茧收入3731.84万元，户平收入2.12
万元；其它非贫困村 149 户贫困户，养蚕
1933.65张、产茧6.17万公斤、产值233.17
万元，户均收入1.56万元。产业带动全区
2300余名贫困人员务工，工资性收入1380
余万元，年人均蚕桑务工收入6000余元。

产 业 之 二

依托好生态种出致富果

黔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利用独特的高山生态环境，将脆红李、猕猴
桃作为助农脱贫增收、振兴乡村建设的特色
产业发展。

在农业产业化政策扶持下，全区李子种
植面积累计达6万亩，其中脆红李种植面积
4.46万亩，产量10047吨。2018年，黔江获

“中国脆红李之乡”称号，“黔江脆红李”获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去年，“黔江脆红李”农产
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通过市级评审并报农
业农村部组织评审，预计今年将获批。

同时，全区猕猴桃种植面积1.1万亩，产

量2500吨，产值3000万元。“黔江猕猴桃”
获得农产品地理保护标志登记，并入选中国
农产品品牌目录，获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重庆市名牌农产
品等称号。

为帮助贫困地区和群众增收，市卫健委
帮扶集团等单位连续在黔江金溪、中塘等多
个乡镇开展消费扶贫专项行动，采购特色水
果，直接助力群众脱贫增收。

产 业 之 三

文旅融合带动脱贫增收

黔江积极推行“文旅+”融合发展和文旅
精准扶贫工程。全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原则，充分利用文旅资源禀赋开发建
设旅游景区助力脱贫攻坚。

去年12月，黔江濯水景区成功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5A级景区创建中，濯水景
区通过基础建设、旅游就业、自主创业、业态
培育、环境营造、政策扶持等多种方式，创造
了上千个就业岗位，多渠道促进贫困户增收，
带动549户贫困户2192人实现脱贫，实现年
均旅游综合收入10亿元，为旅游扶贫作出了
积极示范，跻身全市旅游扶贫示范景区。

同时，黔江还成功打造水市乡水市村等
9个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村（社
区），和阿蓬江国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带，开发精品旅游线路10条，带动贫困人
口就业创业16840人，实现旅游收入5.9亿
元。大力挖掘各类文化资源，通过开展非遗
传承培训，创造就业岗位1.5万个，解决贫困
人口就业3300人。

猕猴桃产业

濯水古镇

招 牌 之 一

黔江区
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

今年1月，黔江区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首批“全
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黔江区金溪镇、李家溪易地扶
贫安置点、重庆旅游职业学院被确定为全国脱贫攻坚考
察点。

近年来，黔江区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过程中，重点聚焦
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饮水安全保障、农村危旧房改
造等方面，全力推进脱贫攻坚走深走实。

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黔江2017年历史性摘掉
国贫帽子，群众认可度96.87%，成为我市及武陵山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中首批通过国家评估验收的摘帽区县之
一。被国务院扶贫办列为全国首批“贫困县摘帽案例研
究”样本区县。

在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的基础上，黔江正推动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生猪、蚕桑、烤烟、优质水果、
中药材、蔬菜等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产业，被
纳入产业发展规划，全面融入成渝现代特色高效农业
带，打造200亿级特色高效农业产业集群。

招 牌 之 二

黔江区扶贫办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黔江区扶贫办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脱贫攻坚启动以来，黔江区扶贫办深入学习领会党
中央、市委、区委关于脱贫攻坚的新部署、新要求，分阶
段起草各类指导性文件，明确了各阶段目标、重点和举
措。创新“四个三”工作方法，以前所未有的精准程度，
全面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问题，全部兑现
各项扶贫政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
1.45万元，较2014年增长84%，建卡贫困户人均可支配
收入预计1.3万元，较2014年增长171.1%。5年累计减
少贫困人口11741户45132人，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
13%降至0。

同时，黔江区扶贫办5年累计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
金35.59亿元，以前所未有的投入，助推全区经济社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招 牌 之 三

黔江区扶贫信息中心
全国巾帼文明岗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黔江区扶贫信息中心发扬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苦干实干巧干，助力
全区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取得了历史性的成
就。3月，全国妇联授予该中心“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该中心全体员工始终弘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讲奉献的精神，5年人均年加班50天以上。联合相
关部门对拟新增贫困人口进行数据比对30余次8万余
条，完成系统错误数据3万余条的核查纠错工作。

该中心主动承担参与第三方评估、考核督查、渝鲁
扶贫协作、扶贫培训班、消费扶贫、扶贫小额信贷等工
作，创新“三联三促”为驻村帮扶赋能提效、“三聚三帮”
深化中央定点帮扶、“三金”品牌助力深度贫困镇脱贫等
先进经验，得到高度肯定。

团 队 之 一

驻村干部团队
“三联三促”强管理 建强一线“突击队”

脱贫攻坚中，黔江以“三联三促”狠抓管
理，建强一线“突击队”，壮大“扶贫生力军”，
派出最能打的队伍，攻打最艰巨的堡垒，兑
现最庄严的承诺。

黔江“标准+精准”联动，从严从优选人
促尽锐出战。始终把选好驻村工作队作为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问题来抓，着力把
堪当重任的精兵强将派到脱贫攻坚一线。

“导向+取向”联管，严管厚爱激励促“真
情帮扶”。树立“组织管干部、干部管干事”
的用人导向，坚持“扶真贫、真扶贫”的工作
取向，激励广大驻村干部贡献力量。

“内力+外力”联合，以点带面帮扶促“价
值提升”。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的桥梁纽
带、头雁带动作用，凝聚中信集团、山东日
照、重庆永川、市卫生健康委帮扶集团和区

级部门、重点企事业单位的帮扶合力，持续
巩固扩大成果，推动脱贫攻坚向“长远实”拓
展延伸。

团 队 之 二

教育工作者团队
凝聚扶智强大动力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
径。黔江区教育系统6000余名教职员工，
充分发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
神，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向社会交出
了高分答卷。

黔江教育系统坚持全员发动、尽锐出
战，迅速凝聚起强大的攻坚合力。常态化组
织“千师访万家”活动，在职教师年均开展家
访8万余次，密切家校联系，形成了家校协
同育人格局。出台教师与贫困学生家庭结
对帮扶方案，定期开展帮扶走访，及时解决
贫困学生家庭各种问题。坚持每年选派城

区学校骨干教师到乡村学校支教，缓解农村
学校优质师资不足问题。

同时，立足职能职责，在教育脱贫中突
出“控辍保学”和“学生资助”两个重点，紧盯
农村学校薄弱环节和师资队伍两个短板，靶
向攻坚、精准发力，实现了从“有学上”到“上
好学”的转变。

团 队 之 三

医务工作者团队
致力健康扶贫 严防因病致贫

黔江区医务工作者始终把实施健康扶
贫作为最直接、最实惠、最有效的扶贫举措，
有效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不断满
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全区致力健全区、乡、村三级医疗服务
体系，累计投入近9000万元，对6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24个乡镇卫生院实施标准化
建设，完成172个村卫生室标准化重建或改
造，招聘各类人才56名充实到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新配备村医22名。

为给贫困群众提供更及时周到的服务，
黔江组建起219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实现贫困户签约全覆盖。签约医生、保健员
每月定期深入贫困村、贫困户免费提供基本
公共卫生、医疗卫生、疾病预防等服务。

黔江每年还在黔江中心医院、区中医院
抽调15名骨干医生成立3个医疗专家组，分
片区到30个街镇乡，对贫困人口开展全面
体检，精准诊断病情，精准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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