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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如何推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潼南给出的答案是，复制脱贫攻坚的宝贵经
验，与“十四五”规划相衔接，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领导体制、工作体系、
发展规划、政策举措、考核机制等有效衔接，从解决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为重点转向实
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比如，在脱贫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上，注重扶贫
产业后续长期培育，提高产业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
能力。规划发展柠檬、蔬菜、油菜、小龙虾、花椒等
乡村特色产业，实施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加快补
齐农产品加工、技术、设施、营销短板等，让脱贫特
色产业做大做强。

在提升公共服务上，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建好建强乡村教师队伍，实施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过渡期内保持现有健康帮扶政策基本稳
定，2025年实现至少有1所“三甲”医院，每个村卫
生室至少有1名-2名合格乡村医生；建立健全农村
低收入人口基本住房安全保障机制，持续实施农村
危房改造，巩固脱贫攻坚住房安全保障成果。

同时，全面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提档升级“四好农

村路”建设，纵深推进农村产业路、旅游路、入户路建设；
全力配合推进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加快推动铜
车坝水库、节水改造项目、农村防洪等水利工程项目建
设；实施农村电网和电气化巩固提升工程；深化电信普
遍服务试点，推动宽带网络向农村延伸覆盖。

此外，加强“五清理一活动”试点，分类有序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因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推动垃圾处置体
系向自然村组延伸；推进“千村宜居”计划，打造建
设“小组团、微田园、生态化、有特色”的农村人居环
境，高标准建成宜居村庄。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2016年潼南整区摘掉了
贫困帽，因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上先行进行了探索。

比如，选取桂林街道梨树村、双坝村，大佛街道
丰产村、柏梓镇郭坡村等10个村进行乡村振兴示
范村的探索；同时选取了古溪镇双庙村、上和镇三
岭村等5个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进行先行试点
以及将双江镇金龙社区作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
设试点村进行打造。

如今，一幅幅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的壮丽画
卷目不暇接，正在潼南广袤大地徐徐展开。

刘钦 李代良

潼南“五朵金花”提质增效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党和政府来帮扶，我的贫困帽子早就
甩到山那边。我要感谢党的好政策，撸起
袖子加油干。多养龙虾多养猪，用勤劳的
双手描绘小康生活新画卷……”感叹于现
在的幸福生活，前不久，潼南区双江镇管店
村脱贫户李建，用一段快板说出了众多脱
贫户的心里话。

“虽然我没有李建那样的才艺，但我心里
清楚，自己勤勤恳恳地干，过上了好日子，也
不愧于党和政府对我的关照和帮扶。”近日，
提起现在的日子，塘坝镇觉山村脱贫户陈家
秀精神抖擞。

在潼南，类似李建、陈家秀的脱贫故事还
有很多。截至目前，潼南区50个贫困村全部
摘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4085户、48777人
全部脱贫。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潼南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潼南按照“四个不摘”要求，坚持把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特别是
在脱贫产业发展、脱贫户就业、农产品销售方
面，建立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
筑牢防止返贫致贫的“防火墙”。

以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为例。潼南针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
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
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
困难户，开展定期检查、动态管理。同时，还

建立健全易致贫人口快速发现和响应机制，
分级分层及时纳入帮扶政策范围，实行动态
清零。

同时，持续开展农村义务教育控辍保
学专项行动，继续实施从学前教育到高等
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和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完善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个人缴费资助政
策，落实医疗救助分类资助政策和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全面开展农村住房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对存在安全隐患且符合农村危
房改造政策的，及时纳入改造范围实施改
造；深入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不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此外，继续
坚持扶志扶智相结合，提升群众自我发展
生产的能力。

“现在政策多好嘛，脱贫不脱政策，大可
撸起袖子放心地发展生产。”得益于这套防止
返贫机制，去年，陈家秀又筹资169万元资
金，修建了两排现代化养猪场，饲养了1600
头种猪，去年就赚了80万元收入。更让人欣
喜的是，在她的带动下，几名脱贫户常年在猪
场务工，一年光工资就有十几万元。

目前，通过长效机制的动态监测和帮扶，
对识别出的边缘易致贫户529户1352人，脱
贫不稳定户380户1065人，全部纳入监测范
围进行重点关注，真正做到了扶上马再送一
程。

以往这个时候，汇达柠檬集团副总经理徐小玲
要忙着到全国各地去寻找客户，而今年不同的是，她
不但不急着找买家，反到在公司悠闲地喝茶聊天。

原来，前不久，该公司新推出了一款柠檬加工
产品——柠檬料理汁，不仅解决了鲜果滞销的难
题，同时还提升了柠檬产业的附加值，更好地带动
当地群众脱贫增收致富。

发展产业是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产业兴旺是
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发展壮大特色产业至关重要。

近年来，潼南紧扣“产业”纽带，大力发展特色
效益农业，通过做靓蔬菜、柠檬、油菜、小龙虾、花椒

“五朵金花”，促进了农业“接二连三”，推动形成了
“村村有产业、户户有联结、集体经济全覆盖”的发
展格局。其中各类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
业、生产托管、资金入股、资产收益、技术培训等方
式更是带动了脱贫户脱贫增收，走出了一条产业扶
贫的有效路子。

“但一些脱贫产业存在抗风险能力弱、农产品保
质期短等问题，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就很容易导致参
与该产业发展的脱贫户返贫。”潼南区扶贫办相关负
责人说，一个地方很难有充足的资源，将每个特色产
业都做好，这其中涉及到规模、技术、市场、人才、资
金等各方面的问题。汇达柠檬曾面临的鲜果滞销，
就是对脱贫产业“底子薄”的最好佐证。

“只有一方面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才能尽可
能延长脱贫产品保质期，从而推动产业适度规模化
发展，提高产品‘身价’，同时通过农旅融合、电商发
展，实现脱贫产业‘接二连三’，才能最终把脱贫产
业变成真正的富民产业。”该负责人说。

为发展壮大脱贫产业，潼南建立了统筹推进机
制，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
结合起来，制定《重庆市潼南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人居环境
等方面，统筹推进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的同步发展。

其中，在推动产业发展上，全面整合农业、国
土、水利、交通等项目资金，充分结合地形地貌、土
壤土质等特点，集中流转、整治、出租土地，变脱贫
村“闲散资源”为“优质资产”。

同时，实行模块招商，积极对接城市资本投资需
求，打造“3+X”产业模块基地，集中引进特色种植养
殖和农产品加工项目，推动粮油、蔬菜、柠檬、生猪、
渔业、特色经果和中药材七大特色产业集群做大规
模，延长链条，以此带动脱贫户持续稳定增收。

目前，潼南通过脱贫产业的提质增效，建立了
主导产业和增收产业基地300余个，仅贫困村规模
化产业基地就达9.1万亩，实现了村村都有规模产
业覆盖的目标，这为脱贫户持续增收奠定坚实基
础，更是为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物质
基础。

自2002年被确定为市级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县以来，潼南经历了整村推进、

整村脱贫、片区开发、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5个阶段。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到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站在新发展阶段，潼南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重要精神为遵循，

按照《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通过“五朵金花”的提质增效，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探索一条符合潼南实际

的乡村振兴之路。

抓关键 建立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成果

看长远 把脱贫产业变成富民产业

树标杆 复制脱贫经验推动乡村振兴

公路通到家门口 摄/张斌

驻村干部在检查小龙虾的生长情况 摄/何理 贫困户在汇达柠檬车间上班 摄/刘安祥

潼南蔬菜己经成为村民持续增收的骨干产业 摄/卜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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