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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区金溪镇走上金色致富路
本报记者 刘代荣 通讯员 何云莲

金溪镇是黔江区数一数二的贫困
村，全镇幅员面积84平方公里，辖8个
村（社区）、51 个村民小组，5257 户
14880人。

“金溪镇过去很贫穷，2014年全镇
有6个贫困村，占行政村总数的75%，
贫困发生率达10.6%。”黔江区科协党组
书记、主席万继文告诉记者。截至目
前，全镇贫困人口减少至2户4人，贫
困发生率降至0.03%，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正变为乡村振兴的“示范地”。

记者跟随黔江区科协的同志，在金
溪镇走了一遭，亲眼目睹了金溪镇的“沧
海变桑田”，农村合作社、乡镇小企业、蚕
桑养殖基地等让人耳目一新，感受到了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后带来的巨大变化。

“三变”改革
让长春村焕发生机

金溪镇长春村距离黔江城区约15
公里。一路上，区科协的同志边走边介
绍，长春村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为主
的村，少数民族人口占97.5%，25度以
上的坡耕地超过70%，属于典型的“九
山半水半分田”地貌。

过去，长春村是支柱产业“空白
村”，集体经济“空壳村”，人口特征“留
守村”，同时，还伴随纠纷频发“问题
村”，早在2014年被纳入新一轮贫困村。

如何改变民族聚居村落后面貌？

2017年，长春村作为市级农村“资源变
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以下
简称“三变”）改革试点村，为长春村脱
贫带来了新的机遇。

金溪镇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平等自愿、自负盈亏、按股分红”原则，
在长春村推行“村社一体+股份合作”

“产业扶贫+多方共建”“法人治理+自主
经营”“保底分红+三金联收”等模式，培
育“三变”主体，按照“田每亩折为 1.5
股，土地和林地每亩折为1股，资金每
200元折为1股”的标准折股入社，真正
实现了共建、共享、共赢。

通过系列举措，长春村的“三变”改
革取得了成功，实现了产业发展短板变
样板、农民增收难点变亮点、集体经济
弱项变强项、基层组织后进变先进。

目前，长春村发展蚕桑2517亩，套种
羊肚菌260亩、生姜110亩、蔬菜582亩、
辣椒505亩、水果387亩，形成“1+N”立体
农业布局。全村老百姓单凭在合作社务
工就能收入300万元以上，80%以上村民
直接受益，村集体经济收入23万余元。

科技助力
为脱贫插上“智”膀

今年5月初，黔江区科协领导一行
专程到金溪镇进行科技扶贫工作的深
度调研。

正是这次调研，区科协一行看到

金溪镇羊肚菌基地种植取得的成效，
看到了近年来科技扶贫工作给乡村带
来的巨大变化，也进一步增强了科技
助力精准扶贫的信心。

在随后召开的科技扶贫座谈会上，
黔江区科协、金溪镇科协、各基地负责人
达成了金溪镇科普馆地址和建设方案，
达成了“建设一个科技馆”“建设一批科
普e站”“扶持一批科普惠农基地”“建立
一支科技服务团队”“建立一个农技协联
合会或农技协”“帮扶一批贫困中小学
生”等六个方面的科协扶贫内容。

通过近年的扶贫工作，金溪镇解决
了基地种植中的技术问题，带动农户脱
贫增收，科技扶贫作用日益凸显。

“三金”品牌
实现“造血式”扶贫

“近年来，由市级扶贫集团助力的
金溪镇农场、被服、护工三大产业，已
成为三大金字品牌，为金溪镇脱贫致
富发挥了重要作用。”区科协的同志告
诉记者。

金溪护工是对当地农民实施定向
培训、定点就业、定标服务。地方财政
每年给予50万元培训经费保障，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所、重医附一院提供培训
教材、师资，考核合格后发放资格证书，
目前已培训6期护工人员292人，循环
稳定就业15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67人。同时，还分别向市区级医院推
荐就业，实行公司派驻管理。

金溪被服是以政策为保障，在资金、
用房、销售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采取

“公司+扶贫车间+贫困户”模式，优先为
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其主要生产校服和
医用被服，优先供给扶贫联系单位。目
前，120余名当地村民成为“金溪被服”第
一批农民工人，其中贫困户和特困户占
55%，计划带动金溪镇300人就业增收。
金溪被服先后接到重医附二院、重庆医
高专、市中医院、黔江区民族小学等单位
意向性订单，总金额达1400万元，预计全
年营业额达2000万元以上。

金溪农场指的是打造网上绿色农
产品销售平台，以龙头企业为主导，通
过市场化手段运作，引进吉之汇公司，
协调成员单位、金溪镇政府、吉之汇公
司三方达成战略协议，保底价采购贫困
户农产品，直接向40余个成员单位的
食堂供货，目前对外销售黔江农产品
2800余万元。同时，开发“金溪农场”
电商平台，面向社会展示金溪土鸡、土
蜂蜜、土猪肉等农产品，为大众消费者
敞开网购之门。目前农产品线上成交
金额460余万元，带动金溪当地1854户
5354人增收致富。

金溪镇的“三变”改革、“三金”品
牌，是新时期精准扶贫探索出来的成功
经验，也是贫困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
的发展之路。

曾经的后坪乡是“贫困”的代名词。
如今的后坪乡是“幸福后坪、云上苗寨”。

2017年，后坪乡被列为全市18个
深度贫困乡镇之一，打响脱贫攻坚战，
武隆区科协精准开展各项科技助力扶
贫活动，制定《武隆区科技助力精准扶
贫工程工作方案》、与市级帮扶单位一
对一精准对接、组织专家开展农业技术
培训等，3年来，武隆区交通条件得到
极大改善，产业发展渐入佳境，穷乡僻
壤换上新颜，村民正走在脱贫致富的康
庄大道上。

水泥路修起来

从地图上看，后坪乡位于武隆区右
上角，因其位置比较偏，交通闭塞，成为
武隆脱贫攻坚中的一块硬骨头。

后坪乡村民豆光发介绍，后坪乡没
有自己的通乡路，因此进出需要从其他
地方借道。最开始是从桐梓镇上来，沿
途要经过土地乡、仙女镇、火炉镇，最后
才能到后坪乡。前两年，受桐梓镇修路
影响，村民们又转从彭水县借道，从龙
射镇等地绕行。这一路弯急坡陡，曲折
蜿蜒，单边行程也需3个小时以上。

“2017 年下半年，说是要修通乡
路、通村路，完善基础设施，乡里一下沸

腾了，大家都很兴奋。”豆光发说。消息
传开后，沿线惠及的江口镇、沧沟乡、桐
梓镇等地村民就开始庆祝。不仅如此，
修路期间，村民们没事就会到现场转
悠，看看路修到哪里了。

如今，近两年过去了，连通高速路
的50公里通乡路终于修通，后坪乡距
武隆城区的距离缩短到69公里，单程
仅需一个半小时。待到年底全程硬化
完毕，时间还能进一步缩短。

钱袋子鼓起来

武隆区科协积极动员产业带头人
走“农技协+”发展模式，加强农技协工
作，打造升级版农技协。先后培育命名
农村科普示范基地70个，门类齐全，提
高了产业辐射带动作用。

“2019年，全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3566元，增幅13.2%。贫困人口从
2014 年的 379 户 1512 人减少到 1 户 4
人，贫困发生率从21.9%下降至0.05%，
无新增反贫致贫人口，贫困人口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10231.90元，昔日的‘深
度贫困乡’蜕变成‘先行小康乡’。”武隆
区后坪乡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武隆区后坪乡白石村村民张树学
巾帼不让须眉，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她
在家照顾老小，家里负担重，她总想着
做点什么为丈夫分担重担。2018年，在
采购商两次跑路的情况下，张树学和同
乡9个留守妇女，成立了重庆市武隆区
山嫂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了

“九个山嫂”品牌，2019年纯收入达到18
万元左右。通过发展蔬菜种植，张树学
带领山嫂子们让钱袋子鼓起来了。

“自己脱贫不算什么，让乡民的钱袋
子鼓起来的人还有很多，如好几次想逃

离中岭村的‘外地媳妇’黄江萍一家就凭
借养蜂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异地漂泊
又返乡的天池苗寨村民罗开发创业脱
贫。”后坪乡负责扶贫工作的蒋兴兵说。
未来将有更多的乡民将通过科技脱贫，
让这里的人们对脱贫致富更有信心。

科普工作做起来

在后坪乡，乡卫生院院长、农业
服务中心主任、小学校长还有另一个
身份——乡科协兼职副主席。这是武
隆区科协率先在后坪乡试点推行的“3+
1”，如今“三长”带“三师”取得了明显成
效，之后他们将拓宽“3+1”的覆盖面，提
供更多的技术帮扶。

为丰富后坪乡的科普活动形式，武
隆区科协先后组织后坪乡小学贫困学生
参加市科协举办的首届深度贫困乡镇中
小学科技冬令营、夏令营活动，组织开展
大篷车进校园活动12场次等活动。“区科
协组织开展科普活动，旨在为山区的同
学们搭建一个能与科学面对面交流的平
台，让同学们学习到新颖的科技知识，掌
握正确的科学方法，有助于提高乡村地
区整体的科学素养。”武隆区科协负责科
普教育的工作人员说道。

武隆区科协还组织了6个村科普
工作小组全覆盖后坪乡，明确科普宣传
员，负责本区村科普工作，形成一支有
力的科普组织网络。在后坪乡安装科
普文化重庆云终端6个，实现6个村实
现全覆盖，开展相关科普宣传活动。

在武隆区科协的组织安排下，科普之
风吹进了后坪苗寨，唱响了脱贫致富歌。

武隆区后坪乡唱响云上苗寨致富歌
本报记者 沈静

苗寨村
民 享 受 丰
收 带 来 的
喜悦。

武隆区
后坪乡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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