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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石柱县严格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
权，粮食播种面积66.64万亩、同比
增长0.7%，粮食总产量22.35万吨、
同比增长1.5%。

始终坚持“四个不摘”，守住守好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确保脱贫攻
坚成果更加巩固。去年以来，资助脱
贫家庭学生10.6万人次，33种大病患
者实现“应治尽治”，改造农村危房100
户，建立“企业+饮水协会+用水户”协
同管理模式，农村集中供水率达86%，
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效明显。

近年来，石柱县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一号文件、市委一号文件精神，聚焦

“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这条主线，
坚决守住守好粮食安全、耕地保护、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统筹推进乡村
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紧紧握稳

“接力棒”，跑好乡村振兴新征程，勠力
让老乡的生活像蜂蜜一样甜。

站在新起点，石柱县重整行装，
踏上新的赶考路，持续深化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期待在新的征程上续写辉
煌，再立新功。

核 心 提 示

端稳粮食饭碗
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人误地一天，地误人一年。眼下虽距离插秧时
节还有一段时间，但石柱县三星乡雷庄村高歇组的
农民牟智普却忙个不停，育秧、翻耕、准备农资、调
试农机……

三星乡境内有1万余亩水田，主要分布于海拔
800米至1200米的高山上。因光照足水源充沛，无
工业污染，大米品质极好。“三星香米”品牌荣获绿色
食品A级产品证书、重庆市名牌农产品和重庆市十
大好吃米，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一张闪亮名片。

正是看到有钱赚，牟智普打算今年把种粮面积
增加到40余亩。“有望收购2.4万公斤稻谷，再通过
公司保底价回收，预计种粮的收入在10万元左右。”
牟智普扳手指算了一笔账。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为坚决守住守好确保粮
食安全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底线，去年以来，石
柱在坚持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基础上，把“稳粮保供
给”作为国之大者，千方百计确保粮食安全，为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压舱石”作用。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粮食种植面积只增
不减，如何增？从哪里增？石柱县相关负责人说，
针对浅丘耕作条件较好的闲置地，通过复耕并优先
用于粮食生产，扩大粮食播种面积。

为扎紧“粮袋子”，石柱还把提高耕地质量作为
粮食增产的重要抓手。为优先支持“口粮田”，去年
石柱以“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
区）、脱贫乡镇和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区域为重点，新
建高标准农田3万亩，通过集中连片、整村整乡整
片、绿色农田、数字农田建设示范，统筹推进500亩
土地宜机化整理整治，让“巴掌田”改为“整片田”，
通过“小并大”“短变长”“弯变直”和互联互通等改
造，使难耕种的丘陵变成地成片、路相连、渠相通的
高标准农田。

与此同时，为夯实粮食生产根基，石柱县持续
落实好粮食产业补助等粮食生产支持政策，调动农
民种粮积极性；做好水稻、玉米等政策性农业保险
保障，进一步降低农民受灾损失。

如今，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今年石柱县因
地制宜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0.5万亩，油菜
绿色高产高效示范片0.1万亩，发展优质高淀粉加
工红薯1万亩，全面确保粮食面积和产量稳定在66
万亩、22万吨以上。

坚持“四个不摘”
守住守好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2020年底，石柱全县17541户63101名贫困人
口与全国人民一道摆脱贫困，千年圆梦。

“现在党的政策好，我们过得好开心……”4月
25日中午时分，中益乡坪坝村飘香里农家乐传出阵
阵嘹亮的歌声。外来媳妇邹小珍借用老家大凉山
山歌的旋律，自己填词，唱给客人听。

邹小珍2007年嫁到中益乡时，生活非常困难，
没什么增收门路。这几年当地发展乡村旅游，她和
丈夫办起了农家乐，现在生意很是红火。

如今，中益乡的乡村旅游已形成全家院子、大
湾、金溪沟三大民宿片区，建成偏岩坝、官田驿等农
家乐集中点6处，共发展民宿、农家乐120余家。

2021年，全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0余万元。

放眼整个石柱，昔日“千面坡、万道梁，满山都是
土坯房”的贫困山乡，已是“条条新路盘山梁，通组到
户宽又畅，生态旅游吃饭香，户户住上安稳房”。

殷殷初心如磐，时代答卷常新。如何确保脱贫
人口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扎扎实实稳住脱贫基础，

“稳”字背后有千钧。
石柱县相关负责人介绍，看自身，脱贫乡镇面

临着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抗风险能力不强，部分
脱贫户发展能力还比较脆弱，一些边缘户稍遇风
险变故就可能致贫；说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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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
疫情、灾情等不确定因素，脱贫群众稳岗就业难

度加大。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守好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底线，石柱在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基
础上，创新监测对象帮扶机制，通过在原有监测责
任人帮扶基础上，增加1名处级干部结对帮扶，按照

“1名处级以上领导（结对帮扶）+1名乡镇干部（监
测帮扶）”方式对全县风险未消除对象开展结对帮
扶，实时解决具体困难。

同时，石柱进一步织牢“点线片面”立体防贫监
测网，降低新增脱贫户、脱贫监测户、边缘户致贫风
险。比如，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主动发现机制，对

“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产业、就业、人居环境
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整改，实现所有问题“动
态清零”。

在此基础上，石柱通过科学编制全县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扎实推进
财政投入、产业发展、金融服务等政策衔接，重点围
绕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建立了《2022年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项目库》，规划项目541个，规划
投资8.48亿元，目前各项目正有序推进。

在做好监测的同时，石柱把抓住产业和就业作
为推动脱贫人口持续增收的两个关键。

以就业增收为例。为让脱贫群众的“钱袋子”
鼓起来，石柱县认真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仅2021年
便开展职业技能培训7031人次，脱贫人口实现转
移就业25568人，11个帮扶车间吸纳劳动力就业
217人，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3721人，实施以工代
赈项目30个、吸纳农村低收入人员就业446人。

时代召唤使命，使命引领担当。脱贫攻坚取得
全面胜利后，石柱县初心不改、方向不变、力度不
减，真切地做到了工作不断档、政策不留白、监测不
漏人，努力实现让脱贫人口生活更上一层楼。

构建四梁八柱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深走实

近日一大早，中益乡华溪村党支部书记王祥生
就来到黄精育苗温室大棚，查看黄精苗长势情况。

“我们的黄精产业越做越大，除了本乡，很多外
地客户也来订购种苗。”王祥生颇为自豪，从上个月
第一批种苗出棚到现在，一共卖了30多万株，收入
30余万元。

目前，中益乡已发展黄精1200亩，构建起了从
育苗、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条，开发了黄精
面条、黄精茶、黄精桃片等新产品，还针对农家乐推
出了黄精炖鸡等特色菜。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华溪村的变化背后是
历史大逻辑、发展新命题。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转移到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石柱县相关负责人说。如何理
解“全面”？一是全域推进，脱贫攻坚胜利收官后，“三
农”工作重心转向乡村振兴轨道；二是全要素推进，“五
个振兴”要同步，不能厚此薄彼搞选择性落实。

为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石柱通过及时调整
建立1个县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
组、17个业务工作专班、33个乡镇（街道）业务工作
小组，形成“1+17+33”工作体系，率先构建起接续
推进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

“四梁八柱搭建好后，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首要是提质升级特色产业。”该负责人说，为此，按
照“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衔接”思路，石柱深化实施

“产业发展”行动，通过将产业发展重心由过去的贫
困村延伸到一般的涉农乡镇，通过一村一品、宜农
则农、宜旅则旅等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特色乡村
产业。如今全县每个村建立起以黄连、辣椒、莼菜
等为代表的特色乡村产业，生态旅游、养生养老、乡
土文化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桥头镇是重庆17个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
镇之一。以桥头镇为试点，石柱深入推进农村“三
变”改革，探索打造了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三位一体
为农服务平台、民宿产业运营平台3个平台，促进产
业、服务、治理等6个方面全面升级。

同时，桥头镇联合中国农业银行石柱支行推出
乡村振兴“积分银行”，村民通过参与产业发展、环境
整治、矛盾调解等获取积分，积分可兑换实物和银行
授信。目前，桥头镇有七成以上群众参与了“积分银
行”，自觉参与集体公共事务的人越来越多。

其次是统筹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通过提升交
通、水利、电讯、生态保护、集镇提升“五大工程”，去
年完成农村公路建设235公里，完成农村户厕改造
2616个，建成农村污水处理设施149个等，进一步补
齐基础设施短板，为接续乡村振兴提供基础保障。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补文化短板、优
文化供给、重文化传承，公共文化体系更加健全。
石柱县开展深化落实“枫桥经验”重庆实践行动，通
过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推进每个村修订村
规民约，完善自治机制，提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能力。

石柱县相关负责人表示，站在新起点，石柱要
继续发扬“敢吃黄连苦、不怕辣椒辣、乐享蜂蜜甜”
的精神，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全力打好乡村振兴主动仗。

张亚飞 董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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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主线

石柱 守住守好“三条底线”接续推动乡村振兴

羊肚菌成为中益乡老百姓后续增收产业 摄/谭华祥

鱼池镇“千野香稻”生产基地鸟瞰图 摄/谭华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