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 15日 星期四
责编 胡东强 冯超

美编 包东尼

T18

加强价值引领 文明更新 乡村振兴有动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 产业加码 乡村富裕有长效

4月的大塘村美得让人心醉，从美丽的田园风光到幽静
舒适的农家小院，再到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总让人觉得似
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旅游公园。谁能想到，这美丽如画的山
村曾是巫山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美丽蜕变看得见。如今在巫山，和大塘村一样发生天翻地
覆改变的村落还有不少。自脱贫攻坚启动以来，作为重庆14
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秦巴山区扶贫开发主战场的巫山，截至
目前已累计实现120个贫困村2.46万户8.9万名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的解决。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如何才
能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要清楚地认识到乡村振兴从来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
脱贫攻坚的基础上推进。要实现有效衔接，就要全方位建好
长效机制、多领域创新工作方法，从产业、价值、组织等关键
环节多方面齐发力，点燃乡村发展的新引擎。”巫山县扶贫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发展脆李产业，我们一
家不但脱了贫，现在更走上了致
富的大路。”看着新发展的260余
亩脆李林长势喜人，巫山双龙镇
花竹村脱贫户聂章华笑开了颜。
事实上，在此之前聂章华一家就
已发展了 400 余亩脆李，平均每
亩年产3000斤，每年就可以给他

带来 10 余万元的纯收入。如今
通过产业发展，聂章华一家已然
成为村里种植脆李示范大户，儿
子聂海作为村里培养的技术骨
干，更成为远近闻名的“田坎专
家”。

从贫困户到产业大户，从脱
贫到致富，村里像聂章华一家同

样通过产业发展实现小康的还有
不少。如今在花竹村种植脆李正
成为该村村民增收的“绿色金
矿”，全村已发展1580亩脆李，共
带动全村63户脱贫户增收。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的基础在于产业振兴，产业振兴
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人口长效机
制的‘牛鼻子’，为生态振兴、文
化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奠定
经济基础。”据巫山县扶贫办相关
负责人介绍，立足这样的认知，一
年来巫山坚持市场导向，持之以
恒发展壮大“1+3+2”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加快“接二连三”步
伐，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的广度
和深度进军，既做强产业，也推出
产品，更创造产值。

在做大做强农业产业方面，
巫山县通过发展脆李、柑橘、中药
材、核桃、烤烟等特色效益产业，
实现了全县有主导产业、乡镇有
骨干产业、村村有特色产业、户户

有增收产业，有劳动能力、有土地
等生产资料的贫困户扶贫产业覆
盖率 100%，经济作物种植比达
70%，推动农业效益大幅提高，农
业产值达到传统农业的 5 倍以
上。

在巩固提升旅游产业方面，
巫山县深入挖掘农旅资源，规划
乡村休闲旅游线路10条，建成休
闲山庄25家、星级农家乐45家、
森林人家 28 家，成功打造“三峡
院子”“云中花谷”“野人谷”等休
闲纳凉景点，有效推动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旅游接待
能力、辐射能力正得到持续增强。

在持续壮大集体产业方面，
去年一年来，巫山县深化农村“三
权分置”“三社融合”“三变改革”
等综合改革，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激发农
村资源要素活力，集体经济“空壳
村”得以全面消除，集体经济收入
实现多方位增加。

“要想生活好，家家户户都要努
力。”在巫山县抱龙镇洛阳村2社，
64岁的村民向良成每天一大早收拾
好屋里，就会开始对院子进行清洁
卫生扫除。过去住在高山上，环境
很差不在意，现在搬下山全是水泥
路面，条件好了他常把卫生放心头：

“平时打扫一下周围的清洁看着舒
服不说，还可以活动一下筋骨。”

村民心态的变化，来源于乡风

文明的走深走实。同样带动变化的
还有洛阳村这个曾经的贫困村。如
今走进这里，家家户户屋前房后被
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幅幅宣传美好
生活的对联张贴在门框上，处处呈
现出乡村和谐的氛围。

“文化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中具有引领作用。要通过激发群众
发展内生动力，推动从‘被动扶’向

‘主动兴’转变。”做好智志双扶与乡

风文明的有效衔接，巫山思路明晰
——一年来，围绕文明润村，该县加
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挖掘农耕
文明，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农家书屋等农村各种阵地平台，推
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

据巫山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县通过不断搭好平台、抓好实
践活动、树好榜样、做好志愿服务等
方面多措并举，已构建起整洁美观
的新家园、文明健康的新生活、安全
稳定的新秩序。其中，在平台建设
上，巫山通过盘活整合农家书屋、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已建
成文明实践所26个、实践站339个，
深入开展“家风润万家”实践活动
500余场次，有针对性地开展“面对
面”教育疏导工作5万余人次，利用
梦想课堂、院坝学堂、乡贤讲堂等开
展培训活动2000余场次。同时，利
用“愚公讲堂”“下庄人事迹陈列
馆”，积极配合市级部门筹办“全国
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同志先进事

迹报告会，在广大干部群众当中大
力宣传弘扬“下庄精神”，将“敢向绝
壁要天路”的勇气深深烙在每一个
不甘落后的群众身上，把“山凿一尺
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的决心与
毅力印在每一位干部心中，让“勤劳
勇敢、艰苦奋斗、坚守初心、自强不
息”的“下庄精神”传承到接续推进
乡村振兴当中。

在榜样树立上，巫山已选树全国
文明村镇4个、市级文明村镇23个、
市级文明家庭2户、市级道德模范8
人、重庆好人62人，评选好婆媳、好
夫妻、好妯娌、好邻居等3000余人
次。深入开展“好人在身边微访谈”

“脱贫攻坚微访谈”“脱贫攻坚榜样面
对面”活动500余场次，组织身边的
脱贫典型、致富带头人、帮扶干部等
先进典型巡回宣讲260余场次……

与此同时，实践活动和志愿服
务得到持续推动。截至目前，累计
注册志愿者达到4万余人，“讲、评、
帮、治、庆、比”等文明实践活动精彩
纷呈，“志愿红”成为最为亮丽、最为
温暖的颜色。毛相林在村史馆介绍下庄脱贫巨变 摄/刘朝明

沃野田畴谱新篇 砥砺前行再出发

紧抓“三个关键”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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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村里开党员会，就感到压力很
大。”杨玉超是巫山县双龙镇洞桥村驻村工作队
第一书记。据他介绍，洞桥村党支部共有党员33
名，其中55岁以上党员21名。过去常常因为山
路陡峭，大家居住得又比较分散，党支部成员们
集中在一起很不容易，更别说凝聚力和战斗力
了。

面对这种情况，他积极引入“智慧党建”系
统，实现市、县、镇、村、户五级联动，电视、电脑、
手机多屏互动、实时共享，实现了党员“分散学”

“流动学”。通过这种跨时空的方式参与各种工
作和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教育，村支两
委班子和党员面貌焕然一新。

支部强，则根基固。借此，洞桥村进一步理
清发展思路，从产业培育、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着
手，经过数年发展，曾经8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334人）目前已实现全部脱贫，全村793户（2415
人）的生活持续改善。

“给钱给物，不如建强好支部。”巫山通过近
年来的脱贫攻坚工作，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是乡
村全面振兴的基石和保障，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
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不走的工作队”，也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是乡村振兴的政
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为此，一年来该县以加强基层党建为切入
点，引领城乡基层治理，已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
乡村发展的的新路子。

通过建立完善“三级体系”，该县不断夯实农
村党组织功能。截至目前，全县301个村、23个
场镇社区设立党总支2个、党支部322个，设立村
（居民）党小组1932个。同时，坚持组织围绕产业
建、建好组织促产业，建立外出务工（劳务产业）
流动党支部20个，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
52个，并实行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集体经
济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推行群团组织负责人进
入村支两委，加强了党组织对村级自治组织、集
体经济组织、群团组织的统一领导。

同时，把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到一线扶贫工作
队伍，在实战中培养锻炼干部，着力打造一支能
征善战的三农干部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
撑。截至目前，全县纳入本土人才信息库1742
名，回引305名本土人才到村挂职，储备684名村
级后备力量，确保每村至少有1名本土人才挂职
和2名村级后备力量。

夯实组织基础
队伍不散 乡村发展有保障

巫山脆李助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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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除署名外由巫山县扶贫办提供

驻村干部深入联系服务群众 摄/刘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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