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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跑好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接力赛”垫江

人才驱动
汇聚建设“主力军”

乡村振兴最缺的是人才。垫江县想
的招数是通过宣传引导、规划吸引、示范
引领等多种方式，有效激发群众的内生
动力，形成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人才兴则乡村兴，人气旺则乡村
旺，乡村振兴离不开群众的力量。为了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乡村建设，2018年
以来，垫江县创新宣讲方式，在全县26
个乡镇(街道)、301个村(社区)集中开展
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百人千场万家”形势报告会、“榜样面

对面”等宣讲活动。截至目前，共宣讲
5700余场次，取得显著效果。

高峰镇将坚强的村级党组织作为
确保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有力保障，通过公开招聘和人才回
引等有效方式，引进人才进入村支两委
班子任职，感召大学生、返乡创业人士
回乡创业，培育致富带头人。在红星
村，去年全村共回引在外成功人士10
人，红星1社冷家强回乡创办重庆柚美
时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成1000亩
垫江晚柚基地；红星6社邹贤君回乡建
成年出栏20000只的贤君蛋鸡养殖场。

通过突出选好配强村党组织带头
人，吸引新乡贤、返乡大学生、退伍军人
等投身乡村振兴，垫江县回引农村本土
人才501人，储备后备人才1200人。

同时，垫江县大力开展职业农民培
训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夯实乡村
振兴的内在力量。

对此，垫江县制定《垫江县就业扶
贫方案》，开展贫困户技术技能培训1.3
万余人次，举办就业对接活动70余场
次，创建扶贫车间9个，开发公益性岗
位1637个。尽管2020年遭遇新冠肺
炎疫情，但垫江县就业人数不降反升，
实现贫困劳动力就业8941人，实现有
劳动力有就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就业
务工全覆盖。

产业拉动
谋划增收之道

产业兴，百姓富，乡村振兴才能真正
“活”起来。素有“川东小平原”的垫江县，
盐温泉品位上乘、牡丹花特色独具，拥有
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等优势。

当前，垫江县正着力打造中国晚柚之
都、百万头生猪大县、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
生产基地，全力建设农文旅融合的国家康
养文化旅游集聚区。

通过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完善扶
贫产业体系，垫江县培育垫江晚柚、花
椒、榨菜三大扶贫支柱产业，培育新型经
营主体1600余家，建立扶贫产业基地
301个，发展垫江晚柚、粮油、调味品、中
药材等主导产业120万亩和生猪、家禽、
草食家畜455万头（只），扶贫产业覆盖
贫困户9066户。10个贫困村和5个扶
贫重点村分别建成1个500亩以上的扶
贫主导产业；有劳动力有产业发展意愿
的贫困户每户至少有1个以上增收产
业，无劳动力的贫困户全部通过土地入
股、土地流转等方式参与产业发展。

新民镇在村支两委推动下，大力发
展“垫江牡丹樱花世界”等休闲观光农
业项目，成功吸引10余家产业合作社、
4家加工企业落户发展，引进投资累计

超过3亿元，年产值达8800万元，促使
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依托于龙溪河发展的高峰镇，则利
用其沿岸优势，建成晚熟柑橘园、花卉
苗圃、时令蔬菜园等。其中，红星村发
展垫江晚柚、雷竹等5000多亩，推进加
工产业，提升价值链实现农产品向加工
业的有效延伸，同时为近200名群众提
供了就近务工的场所。

同时，垫江县还大力推进消费扶
贫。去年，垫江县利用牡丹文化节、李花
节等节庆活动开展消费扶贫展销活动
70场次。认定扶贫产品175个，供应商
65家，直播带货销售扶贫产品450万元，
累计销售扶贫产品8512.97万元。目
前，垫江县建成“1+26+N”农产品电商
物流体系，物流体系覆盖全县所有行政
村（社区），281个有扶贫开发任务的行
政村（社区）电商网点实现全覆盖，大力
实施农村信息进村入户专项行动，固定
宽带和4G网络实现全覆盖。全县累计
培育电子商务主体2000余家，培育农村
电商致富带头人120名，引导贫困村、贫
困户农副产品触网销售5000万元。

此外，垫江县邀请市林业局、市交通
局、市生态环境局有关领导和专家研究
解决脱贫攻坚与生态环保有效衔接问
题，签约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及乡村振兴
示范项目等产业扶贫项目13个。

示范带动
畅通乡村振兴大道

道路畅通，百业兴旺。作为全市距
离成渝两大中心城市最近的县域，沪
渝、沪蓉高速公路和渝万城际铁路贯通
全境，1小时可达重庆主城、江北机场、
长江深水码头和周边区县。近年来，垫
江县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建设，消除制约
农村发展的交通瓶颈，为乡村振兴提供
更好的保障。新改建农村公路2208公
里，建设生产生活便道730公里，行政
村通达通畅率均达100%。渝万高铁顺
利通车，垫丰武高速路前期工作进展顺
利。

高安镇还以顺河古街综合整治为
依托，打造耕读文化旅游街区，依托宝
鼎山、龙溪河等旅游资源，沿凤凰、金
桥、东桥、河兴等村打造“高安一日游”
休闲观光线。

垫江县通过建设试验示范镇、试验
示范片、县级试验示范村和乡镇级试验
示范村，探索不同条件、不同层次、不同
模式的乡村振兴实现路径。

为进一步提高脱贫质量，增强广大
群众获得感，垫江县率先在贫困村开展

“党建引领好、产业发展好、公共服务
好、人居环境好、群众精神好”的“五好”
示范创建，既巩固脱贫成果，又有效对
接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实
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垫江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垫
江将抓好示范带动，着力建设明月山乡村
振兴连片示范带、龙溪河生态经济示范带
等，推动乡村振兴全面铺开、全面升级。

如今，放眼垫江这片充满希望的沃
土，村子更美了，产业兴旺了，村民富裕
了，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梦想正在脚踏实地的探索与实践中一
步步成为现实。

唐楸
图片由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提供

农旅融合发展

美丽乡村入画来

以产业提质增效为抓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北碚 咬定目标不松劲 乡村振兴再发力

出实招
巩固成果有保障

这几天春光融融，正值春管的重要
时节，而北碚区金刀峡镇七星洞村的脱
贫户谷贵万却十分轻松。“养了70多只
鸡，种有1亩多山药，加上村上百香果产
业的集体分红，一年有好几万元收入。”
提起现在的日子，谷贵万笑眯眯地说。

同村的脱贫户刘德明这几天却忙得
喘不过气来，他要赶在谷雨到来前，将山
药种苗栽到地里。刘德明说：“虽然累
点，但只要一想到有钱赚，再苦都是值得
的。”

与谷贵万、刘德明不同的是，柳荫镇
麻柳河村的贫困大学生桂佳欣因为去年
在北碚三圣实业有限公司找到了工作，
如今不仅一个月有4000多元的工资，公
司还帮她解决了住宿问题，提供免费的
工作餐等。更重要的是，有了工作后，她
家又多了份稳定的收入。

产业带动、就业增收……这些硬举
措不仅能让贫困户脱贫，还能让他们可
持续增收，进而起到巩固脱贫成果的作
用。

为防止脱贫户返贫、边缘户致贫，
北碚区按照“四个不摘”（摘帽不摘责

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
不摘监管）的要求，健全了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
实施常态化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早帮扶；对有劳动能力的，坚持开发式
帮扶方针，帮助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勤劳
致富。

同时，发挥好产业、就业、消费扶
贫、金融扶贫、生态扶贫等政策优势，持
续增加脱贫户和一般农户的经济收
入。以持续抓好脱贫产业带动为例，北
碚继续加强脱贫村、偏远村扶贫产业基
地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加大新型
经营主体培育力度，创新带贫惠贫机
制，拓展销售渠道，让脱贫群众通过发
展产业实现稳定增收，同时构建起多种
利益联结机制，保障群众有多渠道的收
入来源。

搞示范
有效衔接亮点多

目前，“三农”工作重心转移到乡村
振兴上来。如何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去年
北碚大胆探索，确定了三圣镇春柳村作
为当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试点村。

耿庆林是北碚区农业农村委的一
名工作人员，2018年派驻到春柳村担任
驻村第一书记。在他的带领下，村里的

31户87人贫困户不仅摘掉了贫困帽，
村里还发展了150亩大棚蔬菜、40亩青
花椒带动村民增收。

“虽然脱贫任务完成了，但工作不
能有半点空当。”耿庆林说，为了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这几天，他正领着村党员干部、村
民代表到璧山、北碚歇马镇考察、调研
柑橘苗的情况，当地村民自从尝到产业
发展的甜头后，对柑橘产业发展的愿望
变得强烈。

耿庆林每天为村里的产业发展、人
居环境改善奔走外，脱贫户周华芳更是
起早贪黑地在花椒基地务工。“党的政
策这么好，要想过上好日子，还得靠自
己的双手不断奋斗。”他说。

为探索一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路子，去年以来，北碚制定
出台了《重庆市北碚区三圣镇春柳村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试点实施
方案（2020-2022）》《关于加强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实施意见》，
明确了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五
大振兴衔接的思路。

同时，着力实施了脱贫攻坚成果巩
固、基础设施补短板、产业发展提质增
效、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美丽乡村建设、
乡风文明培育、乡村人才培养七大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为加快探索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北碚按照“硬
件建设+软件配套+产业支撑”工作思

路，精心打造了15个“有产业、有颜值、
有底蕴、有精神”的美丽乡村典范，初步
形成了“点上出彩、线上成景、面上开
花”的示范格局。

抓关键
乡村振兴有底气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
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
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

的力量来推进。北碚的突破口是牢牢
抓住产业这个关键抓手。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北碚按照产
业扶贫的规划要求，当地先后发展百香
果、山药、腊梅、樱桃、蔬菜、杜鹃花等29
个扶贫产业项目，实现贫困户资产收益
分红全覆盖，上万户农户致富。

如何把这些扶贫特色产业做大做
强？北碚立足当地实际，将产业提质增效
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前提和重要物质保
障，通过“接二连三”提升农业产业链和附
加值。同时将农副产品加工业纳入全区工
业领域重点集群培育，促进种养业向产加
销一体化拓展，推动农村由卖原字号向制
成品转变；做精乡村旅游，打好“生态”和

“人文”两张牌，围绕重点区域、重点线路，
布局一批乡村休闲农业精品园，推出一批
精品线路，培育地标项目和地域产品等。

截至目前，全区新发展特色高效农业
2600亩，新（扩）建农业产业标准化基地
10个，培育市级以上“一村一品”示范镇村
5个，新增“三品一标”农产品17个，新增
旅游精品线路8条、市级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示范镇村5个，农村产业向着高质
量、融合发展的目标不断迈进，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刘钦 余德伟 余茂涵
图片由北碚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提供

三圣镇春柳村产业扶贫基地

静观鲜花种植基地

从10个贫困村，9802户31567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到10个贫困村
全部摘帽，9802户31567人贫困户
全部脱贫……奋斗结出的果实分外
香甜，汗水浇灌的花朵格外鲜艳。垫
江县走过了抛洒汗水艰辛奋斗丶喜
迎脱贫攻坚成果和幸福的5年。

然而，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垫江正全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跑好接续推
进乡村振兴“接力赛”。

脱贫攻坚以来，贫困发生率由2015
年的1.7%降至零，3个市级贫困村如期
脱贫，这是北碚区交出的脱贫答卷。

北碚虽地处重庆主城，脱贫任务不
及渝东北、渝东南边远区县的脱贫任务
重，但要筑牢防止返贫防线，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任务一点不轻，压力一点不
少。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目前，如何抓好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这是对北碚的又一次考验。

近年来，北碚结合市委、市政府《关
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实施意见》，以产业提质增效为
抓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努
力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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