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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以来，开州区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突出“六个精准”、坚持“五个不减”、做

到“四个不摘”，用足“打铁劲”，下足“绣花功”，持续推动脱贫攻坚工作走深走实。

去年，开州区高质量通过脱贫攻坚国家普查和国家第三方评估验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下

了扎实的根基。

开州开州 巩固成果夯根基 有效衔接促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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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贫镇依靠产业获新生

清明，采茶季。开州区大进镇红旗村山头
上，万亩生态茶园绿意盎然，人头攒动。微风拂
过，绿浪翻滚。看着这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种
茶大户李中顺喜不自胜。

大进镇高山气候显著，自唐代以来便盛产
好茶，曾是川陕渝互通要道。人马喧嚣的茶盐
古道，不知承载着多少人致富的梦想。

发展产业，是脱贫的根本之策。几年前，大进
镇被列为市级深度贫困乡镇后，确立了发展“3+1”
主导产业脱贫的思路。茶产业，被放于首位。

李中顺原本并不看好发展茶产业。不过在
跟随镇上组织的考察团到贵州茶业第一县湄潭
县“取经”后，他迅速转变了观念。“我们的先天
条件，不输湄潭！”

回村后，李中顺先是将自家的几亩土地流
转给了合作社种植茶树，后来干脆自己承包了
200多亩土地，成了种茶大户。按照每亩每年
500元-700元的管理费计算，李中顺由此能够
实现年收入10余万元。

脱贫户李支凤不久前找李中顺匀了5亩茶
树，让自己名下的承包的茶树达到了10亩。每
年五六千元的管理费，加之合作社的分红，以及
丈夫在镇上稳定务工，一家人与贫困渐行渐远。

脱贫攻坚中，大进镇坚持“产业扶贫转向产业
振兴”衔接思路，布局茶叶、中药材、粮油果蔬和乡
村旅游“3+1”主导产业，发展高山避暑民宿20处、
星级农家乐9家、休闲观光农业8处，建成“七化”
有机生态茶园1.5万亩、道地中药材基地2万亩、绿
色果蔬园2万亩，形成“一村一品一特色”。

同时，全镇整合财政资金7575万元，建设
加工、休闲等产业链延伸项目15个。新建茶叶
加工厂1个、标准厂房5500平方米、加工生产线
1条，“巴渠春”“巴渠云雾”品牌影响力持续提
升，巴渠生态茶园成为旅游打卡热点，红旗村被
评为市级“一村一品”示范村。深化“三变”改

革，17个村合股联营巴渠郡农业开发公司，村集
体经济收益近400万元。培育龙头企业、家庭
农场等经营主体185个，建立“企业+农户”利益
联合体，5万亩产业衔接小农户8300余户。

一点点增收，一步步致富。昔日的深贫镇
和贫困户，依靠深化产业发展，已经摆脱贫困获
得新生。

脱贫之路通往康庄大道

大进镇的嬗变，是开州区产业引领，脱贫攻
坚稳步推进的生动范例。

脱贫攻坚中，开州建立起区、乡、村三级产
业发展指导体系，打造产业扶贫返租倒包等“六
型”带贫模式、资产收益“八种”利益联结机制和

“24种”产业增收模式。全区99.5%以上贫困户
参与产业发展，三分之二以上贫困户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动。

开州注重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培育农业龙
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8600余个，建成产业扶
贫基地2634个。发展柑橘、中药材、冷水鱼、生
态畜牧等主导产业120万亩，形成“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一户一策”产业格局。

旅游，被誉为“永远的朝阳产业”。开州积极
发展“旅游+扶贫”产业，打造绿周果业柑橘博览园
等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村（点）21个，建
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扶贫基地411个，年均接
待游客600余万人次，综合收入达14.6亿元；用好
汉丰湖国家4A级景区、雪宝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文
旅资源，晒旅游精品、晒文创产品，形成“康养游、
体验游、休闲游”三大特色乡村旅游品牌，勾勒出

“湖在城中、城在山中、人在山水中”的美丽画卷，
以旅游产业有效串联贫困户利益发展。

同时，开州积极推进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和
股权化改革，打造“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

“龙头企业+”等模式，带动农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打造市级以上“一村一品”示范村镇13

个，认定国家级名牌农产品1个、市级名牌农产品
19个、“三品一标”农产品217个，农产品商品率增
至65%。打造市级全域旅游示范镇和区级乡村振
兴示范片，构建环湖城郊现代农业示范圈、南部山
地特色现代高效农业发展区+北部山地生态农业
发展区、开城高速+开梁高速+开达高速生态发展
带“一圈两区三带”现代乡村格局，成为贫困地区
由“脱贫”向“振兴”过渡的典范。

脱贫为起点，振兴探路径

大进场镇广场，一座名为“巴渠印象”的浮
雕墙新近落成。它重现着大进古时的繁华盛
景，表达着开州人对美好生活的追忆和向往。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下一步，开州区将有效衔接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乡村振兴
为统揽，建立健全乡村振兴联系帮扶机制，推动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项振兴”，
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助力群众高品质生活。

今年起，开州将扎实做好5年过渡期各项工
作，重点做好体制机制、政策、工作等有效衔接，
从解决贫困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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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25年，开州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巩固拓
展，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乡村振兴全面推
进，乡村产业质效和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农村基
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乡风文明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
态化帮扶长效机制逐步完善，贫困区域农民收
入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彭光灿 刘玉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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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潍坊市—重庆开州区

东西协作再加力 携手振兴再出发

开州区大进镇红旗村巴渠茶园采茶体验活动

开州区关面乡关面村美丽村居

跨越山河千里结缘，两地携手同心圆
梦。近年来，潍坊开州东西部扶贫协作硕果
累累，开州区 2018 年顺利脱贫摘帽，2020 年
高质量通过脱贫攻坚国家普查。2021年，潍
坊开州两地携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翻
开崭新篇章。

持续资金投入
潍坊市安排财政援助开州区资金3086万

元，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协作开州专项捐助活
动，捐助资金、物资500万元。

持续选派干部
新选派挂职干部1名，保持3名挂职干部的

规模。实施“组团式”人才帮扶，选派教育人才、
卫生人才、农技人才共计80余人。综合利用各
类培训资源，培训开州党政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
人才。

持续劳务协作
落实稳岗补贴、技能培训等优惠政策，加强

脱贫人口就业技能培训，开展订单、定岗、定向培
训，利用产业合作企业吸纳、外送山东就业等多
种形式，帮助开州脱贫人口实现就业。

持续产业协作
聚焦农业、物流、文旅等重点领域，组织引导

山东企业赴开州投资，召开招商推介会、项目洽
谈会等深化产业协作，协调引进群众参与程度
高、带动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项目，帮助开州打造、
提升特色产业园区。

持续消费协作
扩大消费协作规模，推进消费协作专区、专

馆、专柜建设，畅通开州扶贫产品销售渠道。组
织参加“十万山东人游重庆”等系列活动，动员鼓
励山东游客赴重庆市和开州区旅游，加大文化交
流，推动两地文化交流互鉴。

3月17日，“开县春橙”走进潍坊。4月7日，
寿光市绿巨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走进开州为设
施农业巡诊把脉……在这个春天里，从携手脱贫
攻坚，到越走越宽阔的乡村振兴道路，潍坊开州
的协作步伐越来越铿锵有力。

开州区大进镇紧扣市级示范
试点重点任务，深化产业发展、短
板加固、乡风培育、环境整治“四
大行动”，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深化“产业发展”行动，壮
大乡村产业

布局茶叶、中药材、粮油果
蔬和乡村旅游“3+1”主导产业，
发展高山避暑民宿 20处、星级
农家乐9家，建成“七化”有机生
态茶园1.5 万亩、道地中药材基
地2万亩、绿色果蔬园2万亩，形
成“一村一品一特色”。17个村
合股联营巴渠郡农业开发公司，
村集体经济收益近 400 万元。
培育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 185
个，建立“企业+农户”利益联合
体，5万亩产业衔接小农户8300
余户。“巴渠春”“巴渠云雾”品牌
影响力持续提升，巴渠生态茶园
成为乡村旅游好去处、打卡地，
红旗村获评市级“一村一品”示
范村。

●深化“短板加固”行动，优
化发展环境

实施交通、水利、电讯、生态
保护、集镇提升“五大工程”，建
成“四好农村路”153公里，整治
山坪塘50口、渠堰198公里，新
建和改造10千伏线路93公里、
4G基站28个，巴渠河堤整治美
化项目启动建设，乡村入户步道
逐步实现户户通。改造学校校
舍 500 平方米、运动场 1.5 万平
方米；新（改）建村卫生室17个，
提升中心卫生院软硬件，建设巴
渠文化广场，打造群众文化新阵
地；建成益农信息社 19个，“大
美大进”电商平台消费扶贫突破
1100万元。

●深化“乡风培育”行动，激发内生动力

评选表彰脱贫示范户，开展“榜样面对
面”“身边的脱贫故事”等微访谈，拍摄《人勤
春来早》专题片。实施“扶贫先锋”工程，扶
持脱贫党员创办致富项目45个，培养党员致
富带头人49名。红旗村市级田间培训示范
学校培训职业农民1000余名。坚持“三治”
融合，推进普法教育，17个村修订村规民约，
完善自治机制。

●深化“环境整治”行动，建设宜居乡村

连片推进长城、云凤等村350户人居环境
整治试点。建成垃圾分类示范村8个、生活垃
圾集中收集点36个。建成无害化厕所500个，
整治提升房屋856栋，修建微景观64处、美化
院落116个。推广中药材、茶叶有机肥替代化
肥等“绿色”技术，开展耕地地力提升、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形成生态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
群众增收致富的良性循环。开展“村庄清洁”

“集镇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建立村社保洁制
度，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红旗村获评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年华村等6个村获评全市美丽
宜居乡村。

开州区茶叶喜获丰收

开州区大进镇万亩生态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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