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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乡村振兴绘制乡村振兴““全过程精准全过程精准””衔接蓝图衔接蓝图
——解读解读《《重庆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庆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十四五十四五””规划规划》》

□本报记者 苏畅

前不久，市政府办公厅发布《重

庆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十 四 五 ”规 划

（2021—2025 年）》（以下简称《规

划》），提出将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和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机

制，巩固拓展“两不愁三保障”及饮

水安全成果，全面进入乡村振兴发

展轨道。

哪些对象将得到重点帮扶？哪

些帮扶“主力军”将汇聚乡村？哪些

帮扶措施将在乡村实施？1月26日，

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市级相关部

门，进行解读。

本报讯 （记者 苏畅）1月26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乡村振兴局等有关部门获悉，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今年重庆重点实施防止返
贫监测帮扶、产业就业提质增效、易地搬迁后
续扶持等9项行动。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行动方面，我市建立监
测标准年度调整机制，综合物价变化、收入增
幅和低保标准等因素调整年度监测范围，健全

“线上线下结合、市县乡联动”监测帮扶机制，
完善“政策统筹、资源整合、部门协同”农村低
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优化“重庆防止返
贫监测大数据平台”建设，持续巩固“两不愁三
保障”成果。

产业就业提质增效行动方面，我市将健
全脱贫地区产业管护机制和多主体、多渠道
的产业风险分担机制，持续推动乡村产业发
展壮大，并采取“市级龙头企业+村集体经

济”模式，由800多家市级龙头企业与村集
体经济经营主体进行结对，带动镇、村域经
济发展。同时，持续发展壮大就业帮扶车间
等就近就地就业载体。

易地搬迁后续扶持行动方面，将以全市
253个安置点为重点开展后续帮扶工作，发展
配套产业，促进搬迁群众从“搬得出”向“稳得
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转变。同时，提升安
置点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
共服务。

此外，今年重庆还将重点实施结对帮扶优
化拓展、扶贫项目资产管护运营、乡村建设规
范提升、乡村治理创新示范、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乡村振兴干部队伍锻造提能等行动，做好
基层干部换届、帮扶干部轮换后业务培训工
作，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开展农村厕所建设。

今年重庆乡村振兴重点实施9项行动

▲

2021年10月27日，
巫山县两坪乡朝元村村民
展示烟薯 25 号新品种甘
薯。这一品种是由山东驻
巫山帮扶干部引进试种
的，亩产超过3300公斤，为
当地农民增收开辟了一条
新途径。

特约摄影 王忠虎/
视觉重庆

1月26日，万盛经开区丛林镇绿水村，村干部和志愿者给脱贫户梁光慧家中送上红灯笼。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2021年11月2日，沙坪坝区丰文街道三
河村，农房外立面上的垃圾分类主题涂鸦十
分醒目。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帮扶谁
对三类人群实施常态化

监测、动态化管理

这几天，城口县双河乡乡村振兴办负责
人向兵又来到村民彭国太家中“串门”。

“串门”是向兵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是
了解群众脱贫后的生产生活状况，及时发现
风险点。

去年五月份，向兵上门时发现彭国太病
恹恹躺在床上，了解后才知道他生了大病。
彭国太一家共七人，收入主要靠夫妻二人务
工，每年能有近六万元，但手术后的他无法继
续务工，一年3万多元的医药费让他不堪重
负，家里成为了重点监测对象。

像彭国太这种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导
致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严重困难户，属于《规
划》明确的重点监测对象。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健全重点对象监
测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严
重困难户实施常态化监测、动态化管理，重
点监测其收入支出状况、‘两不愁三保障’及
饮水安全状况等。同时，对农村低保对象、
农村特困人员等农村低收入人口开展动态
监测。”市乡村振兴局信息管理处处长颜彦
说。

如何精准监测？重庆已探索建立“点上
重点监测、线上专题监测、片上四级监测、面
上大数据监测”立体防贫返贫监测体系。点
上重点监测，即开展“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
况“回头看”，按照“不落一村、一户、一人、一
项”的要求，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突发严重困难户开展全面排查；线上专题监
测，即通过广泛调研走访确定产业、就业、重
病、意外四项专题监测内容；片上四级监测，
即对全市有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任务的区
县，整合帮扶部门、镇村干部、监测帮扶联系
人等多方力量进行防贫监测；面上大数据监
测，即利用重庆防止返贫大数据监测平台，动
态掌握全市监测对象识别、帮扶情况。截至
1月27日，我市累计识别监测对象25614户
77605人，已累计消除风险14816户46764
人。

确定监测对象及分析出风险点后，帮扶便
有了精准实施的基础。

“具体而言，对有劳动力的监测对象主要
通过发展产业、引导就业等实施帮扶，对脱贫
人口中失能或半失能且无法通过产业就业获
得稳定收入的，依规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范围，对因病、因残、因灾等意外
变故返贫致贫的及时落实临时救助政策。”颜
彦说。

谁来帮
乡村振兴工作队、科技特

派员组成帮扶“主力军”

1月26日，丰都县栗子乡金龙寨村村民

蹇永淑忙着收拾农家乐，为春节营业做准
备。客房内床单被套颜色统一，楼下大堂墙
上菜单醒目，房屋周围栽有花草点缀，院坝前
还开垦出一块空地供游客体验农事操作。而
在过去，蹇永淑的农家乐只能提供简单住宿
服务。

去年，栗子乡被纳入市级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乡镇，何鹏被派驻至金龙寨村任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队长。“48道栗子寨门，其中
18道寨门在金龙寨村，村上不缺旅游资源，
但最初村上农家乐生意并不好，因为服务过
于单一。”何鹏说，农家乐要脱颖而出，不仅
要农房变客房，更要懂服务、会管理、有特
色。

为此，何鹏与驻村工作队积极争取项目，
对农家乐进行升级改造，包括床上生活用品、
餐饮服务以及农家乐整体环境。改造后，蹇
永淑的农家乐生意日渐红火。

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完善
市级帮扶集团驻乡驻村帮扶制度，各市级帮
扶集团继续向17个市级重点帮扶乡镇选派
乡村振兴工作队，向所帮扶区县部分重点帮
扶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

“选派乡村振兴工作队，能更有方法、有
路径、有重点地开展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工作，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工作。”市乡村振兴局社会扶贫处处长卢
贤炜介绍。

去年我市共选派驻乡驻村帮扶干部
7168人，其中驻乡干部520人（17个市级重
点帮扶乡镇工作队126人），向2301个脱贫
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村、乡村振兴示范
和重点帮扶村、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以
及264个软弱涣散村选派驻村工作队和第一
书记6648人。

科技特派员也是乡村振兴重要的帮扶力
量。“十四五”期间，我市将深入实施科技特派
员制度，加大科技特派员培训和选派力度，推
进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县管乡用、下沉到村”
机制建设。

“科技特派员下沉乡村，能宣传‘三农’政
策，传播农业科技知识，带领他们创新创业。”
市科技局农村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
每个科技特派员团队由5到15名科技专家
组成，已从过去的“单兵作战”变为“团队作
战”，且选派领域从主要围绕产业发展增加至
人工智能、乡村治理、卫生健康、农资经营等
领域，在适应农业三产融合发展要求的同时，
也对乡村振兴中凸显出的问题进行精准帮
扶。

该负责人介绍，我市已选派科技特派员

3158名，“十四五”期间，还将探索建立“科技
特派员+农业科技创新应用+主导产业引
领+产业集群发展”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促
进农业高新产业发展。

帮什么
实施产业发展、消费、就

业、乡村建设等系列帮扶措施

节日期间，城口腊肉、石柱蜂蜜、奉节脐
橙、涪陵榨菜……越来越多的脱贫地区特色产
品摆上市民餐桌。

消费帮扶一端连着脱贫地区，另一端连
着消费市场。《规划》提出，将推动产业升级与
消费帮扶升级协调共进，显著增强脱贫地区
和脱贫农户内生造血能力。

市农业农村委乡村产业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乡村产业发展方面，将推进脱贫地区农
业品种、品质、品牌建设和标准化生产，建设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培
育新型农业主体；在消费帮扶方面，将健全农
产品产销衔接机制，持续开展“万企兴万村”
行动，继续开展脱贫地区帮扶产品认定和脱
贫地区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

就业同样是帮助重点。根据《规划》，“十
四五”期间我市将按照多措并举、应就尽就原
则，帮助脱贫人口实现就业，帮助已就业人员
稳定就业，增强脱贫稳定性。

“自从搬入安置区后，我就在家门口的食
用菌产业园务工，打工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家
人。”黔江区城南街道青坪社区李家溪安置区
居民杨书说。

“安排脱贫人口就近就业，是促进脱贫人
口稳定就业措施之一。”市乡村振兴局人力资
源处处长孙元忠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市将
完善就业动态监测，加强脱贫人口职业技能
培训，稳定外出转移就业规模，推进就业帮扶
车间建设，开发和拓宽生态护林员、巡湖员等
多类公益性岗位，推进脱贫地区以工代赈工
程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建设行动的重
要部分。市乡村振兴局产业开发处处长刘建
元表示，根据《规划》，我市将大力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评比选树“美丽乡
镇”“美丽庭院”等，同时创建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村，行政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比例提高
到90%以上，继续分类、分区域有序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打造布局合理、便捷畅达、共建
共享、美丽宜居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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