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视窗 People's livelihoodPeople's livelihood
2020.04.20

星期一

重点推荐

多举措筑牢
搬迁群众“安居梦”

6版

民生视角

民生资讯

民生视窗编辑部

主任：王 志

执行主编：陈淳安

编辑：彭莎莎

新闻热线：（010）56805252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whzk619@163.com

□ 蒋海粒 陈 丽

连日来的晴好天气，给重庆荣昌

区西北部的铜鼓镇刘骥村添了几分

暖意，村民们在田间地头忙得热火朝

天——当前正值花椒结果期，而花椒

正是该村的“王牌”产业。

2014年以前，刘骥村的青壮年

纷纷外出务工，村里集体经济薄弱，

成为全区12个市级贫困村之一。如

今，白墙黛瓦的农民新居“点缀”在青

山绿水间，花椒树几乎遍布全村，这

个曾经的贫困村正在致富路上呈现

勃勃生机。

花椒种植打开增收路
村民有了新奔头

刘骥村全村人口1688户 4995

人，脱贫户131户462人，贫困户5户

13人。

居住在4社的罗克明是仅剩的5

户贫困户之一。他因病致贫，曾经只

在自家地里种点玉米用于喂猪，虽然

“两不愁三保障”早已得到解决，但增

收方面，还是村里送来的400株九叶

青花椒苗，让他的生活有了新奔头。

3月30日一大早，罗克明便到他

家三里外的田地里管护花椒树。

一路上，几乎各家各户的地里都

栽有花椒树，有些是树苗，有些已经

郁郁葱葱，放眼望去，漫山遍野连成

一片“树海”。

“老罗，你的花椒长势不错，但还

不到丰产期，今年要注意修枝，锁定

营养。”刚走到地里，就看见刘骥村的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韦永华正

在察看花椒长势。

罗克明听了显得有些沮丧，韦永华

赶忙拍着他的肩膀，解释道：“别着

急，咱们种植要讲究科学方法，把花

椒树管理好，等明年丰产，我们负责

收购，你不用担心销路，坐着收钱就

行了。”

韦永华算了一笔账，正常管理

下，1亩地栽110株花椒，可亩产550

公斤鲜花椒，只销售鲜花椒，单价按

10元/公斤计算，保守收入可达5500

元。一席话，让种有3亩地的罗克明

喜笑颜开。

“我家里养了19头仔猪，本来地

里只种了玉米喂猪，后来村干部几次

入户宣传花椒，还免费送花椒苗，承

包技术服务，我就心动了。”罗克明回

忆道，他从2018年9月开始栽种花

椒，虽然两三年才能见效益，但有了

奔头，让他对生活更有信心。

去年，该村共为农户赠送了 6

万株花椒苗。目前全村有28户贫

困户（脱贫户）、2户低保户、17户

一般农户申请花椒苗进行种植，越

来越多的村民将依靠花椒产业走

上致富路。

探索实施产业延伸
助力村集体壮大

发展花椒产业，并不是一时兴

起。刘骥村大部分是丘陵地带，土壤

以遂宁组红棕紫泥为主，呈微碱性、

含钾量高，适合花椒产业发展。

驻村工作队入驻后，就邀请专业

人士对地域土壤、农作物培育、产业

发展等方面情况作了详细考察检测，

经过商讨、探索，提出引进业主承包

土地，村集体提供土地流转服务，统

一管理、统一种植，初步走出了以花

椒种植为主导产业的增收致富之路。

目前该村花椒产业已有4000亩

左右的种植规模，其中业主种植花椒

2700 余亩、村集体经济种植花椒

250亩、农户种植花椒800余亩。今

年，种植规模将扩大至5000亩左右。

众人拾柴火焰高，种植形成规

模，经济发展自然抱团。该村成立了

重庆市骥龙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实际运营，制定管理机制，聘请

技术顾问，购买3台无人机，培养6名

无人机操作飞手，用于花椒地的日常

施肥和洒药，同时面向其他业主提供

租赁服务。

今年，刘骥村争取市级脱贫村产

业发展资金75万元，其中25万元用

于骥龙公司花椒基地管理及农资购

买；18万元用于修建加工车间厂房、

购买加工设备；32万元用于收购农

户（包括贫困户、脱贫户）3万公斤~4

万公斤鲜花椒。

“今年我们将建设管理房（小作

坊）进行鲜花椒初加工销售，打造刘

骥花椒品牌。每5公斤鲜花椒可烘

干1公斤干花椒，总共预计生产8000

公斤干花椒，按照60元/公斤，销售

额可达48万元，除去各类支出，一年

纯收入可达10万元。收益分配按纯

收入的30%作为入股分红，20%用于

服务群众、关心弱势群体，30%用于

村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20%用于扩

大公司产能。”谈到主导产业发展，

韦永华信心满满。

多举措建设新农村
乡村生活更美好

大力推动花椒产业只是刘骥村

发展的其中一步，其他工作同样不

含糊。

3月31日，阳光下的刘骥村一派

祥和，村民们或在田间地头劳作，或

坐在屋檐下晒着太阳唠嗑。2社的

脱贫户周昌河站在家门口招呼驻村

工作队队员：“进家里坐会儿吧，家里

收拾得可干净了。”

“我家以前可不是这样。”他的

满脸笑容，源于去年6月的危旧房

改造。

老照片上可以看到他家的原

貌——竹木编织的墙上土迹斑斑，院

子里堆满锅碗瓢盆和凳子、竹筐等杂

物，乍一看像堆满破烂的旧仓库。经

过改造，周昌河家里里外外焕然一

新，门前清扫得干干净净，一旁院子

里的柚子树，现已硕果累累。

“去年9月住进新房，别提有多

高兴，现在家里不再贫困，下一步便

是增收致富了。”周昌河乐呵呵地说。

去年，该村共对4户D级房进行

了改造，今年随着村里最后1户C级

房和D级房“提档升级”后，全村所有

建档立卡户全部都有了安全住房。

在9社，贫困户陈续国也迎来喜

事，帮扶人谢宇航正告知他山羊的补

助情况。

“他们已帮我修建了院坝、羊圈、

厕所、厨房，还安装了自来水，现在正

帮我申报林下养羊项目，提供3000

元补助及养殖技术服务。”陈续国说，

今年脱贫完全没有问题。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我

们一定打好这场仗。”韦永华表示，除

了花椒这个主导产业外，高淀粉红苕

种植、铜鼓山景区建设、人居环境整

治、粮油项目开发等工作也进行得如

火如荼。

光景好了，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走在路上，能听见

村民们说：村子脱贫变美后，离乡村

振兴就不远了。

树绿果香小村忙 产业繁花大绽放
——重庆市荣昌区铜鼓镇刘骥村脱贫见闻

本报讯 日前，由人民日报数字传

播携手旺泰控股集团、北京春苗慈善基

金会计划启动“‘战疫’天使守护计划”，

拟向北京援鄂医疗队138名医护人员捐

赠276万元慰问金，将爱心献给在支援

武汉的医护人员。

同心抗击疫情，天使守护生命。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北京12家市属三

甲级医院的138名医护人员以闪电般的

速度完成集结，毅然踏上征程，逆行奔赴

武汉“战疫”前线。在两个多月与死神赛

跑的日子里，138名医护人员紧急驰援

湖北，和湖北医务工作者一起，打响了荡

气回肠的生命保卫战。在武汉救治期

间，医疗队以“首善标准”严格要求，实现

了“打胜仗，零感染”的目标，圆满完成任

务，交出了一张优秀答卷。医疗队荣获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先进集体，2名队员荣获先进个人。

据悉，3月31日，历经65天鏖战，北京市

援鄂医疗队圆满完成支援武汉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任务，启程返回北京。

“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来自首都的

138名医护人员，勇敢地挺向疫区。他

们是逆行者，是当之无愧的白衣天使。

是他们守护了生命。如今花开疫散，我

们将献上一片爱心。”采访中，北京春苗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表示。

（汪 静）

春苗慈善基金呵护白衣天使

□ 王斌来 崔 佳 蒋云龙

连续爬了20分钟山路，过去落下

的腰伤隐隐作痛，可张定美觉得浑身

是劲。走进位于半山腰的万州区龙驹

镇梧桐村村委会院里，他把一纸申请

书递给村支书：“书记，我申请脱贫。”

龙驹镇是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

镇之一，梧桐村的地质条件属全镇最

差：几座高山在这里挤成一团，只留

下陡坡和深深的山沟。在山上刨出

一小片缓坡建座房，是很多村民心心

念念的大事。

张定美外出打工10多年，供着

两个娃读书，也攒够了建房的钱。谁

料，2017年他不幸受伤，再也干不了

重体力活，家里经济境况变得吃紧。

2019年4月，重庆开展落实“两

不愁三保障”回头看排查，张定美一

家进入驻村帮扶干部的视线。

“全村800多户，张定美家最困

难。虽然妻子有公益性岗位收入，勉

强达到‘两不愁三保障’要求，但返贫

风险大，增收致富难。”梧桐村第一书

记白新亮说，当时正赶上东西扶贫协

作项目——汶上芦花鸡良种繁育基

地落户梧桐村，就鼓励张定美养了

500只鸡。

家住河沟旁的小平房，水电不

愁；屋外是齐整的菜地，山坡上扑腾

着成群的鸡鸭鹅——如今张定美一

家的日子渐渐红火起来。“几年没买

新衣裳了，今年有钱也没买，钱用来

买鸡苗、挖鱼塘，我要好好干一场。”

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

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

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

攻坚战质量。2019年以来，重庆市

委和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尽锐出战、攻坚克难，确

保“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动态清

零，确保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期

脱贫。

2019 年以来，重庆聚焦已脱

贫、未脱贫、临界户三类家庭，组织

20多万名干部开展4次摸底、2次回

头看。截至目前，已发现的5155个

“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点实现全

面销号。

同时，重庆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

环节定向发力，进一步完善、夯实政

策举措。从“一生一策”做好“劝学”

“送教”等控辍保学工作，到实现贫困

人口医疗保险全覆盖、推进乡村医疗

机构标准化建设；从全覆盖开展农房

安全鉴定、加快危房改造，到实施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重庆优化

政策供给，确保“两不愁三保障”落细

落地。

青砖白墙，两层小楼，彭水县岩

东乡卫生院屵山分院是村民张国凤

心中“自家的医院”。以前，村民们去

县里医院看病要走3个小时，当天赶

不回来还得住一晚。如今，8名医

生、4名护士常驻，让“屵山，看病翻

山”成了历史。

“医药费1000多元，自己只出

100多元。”前些年，张国凤去县里医

院治胃病，欠下5万多元的债。这次

看病不出村，拿到费用单据，他长舒

了口气。

截至2019年底，重庆贫困人口

大病救治率、家庭医生慢病签约服务

管理率、重病兜底保障率均达到

100%，县域内就诊率接近97%，因

病致贫户减少79.8%。

到今年2月，重庆18个贫困区

县全部摘帽 ，贫 困 发 生 率 降 至

0.12%，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实现过

万元。

“现行标准下，重庆还有 2.44

万贫困人口尚未脱贫。已脱贫人

口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也

有可能返贫。”重庆市扶贫办主任

刘贵忠说，“我们坚持摘帽不摘责

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

摘帽不摘监管，持续保持攻坚态

势，确保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全面实现。”

截至目前，重庆贫困劳动力就业

率100%，扶贫车间复工率100%，扶

贫项目续建、当期项目开工率100%。

重庆：“两不愁”真不愁“三保障”有保障

驻村书驻村书记记 精准帮扶精准帮扶
2019年 3月，军转干部

韦永华（左）被重庆市委、重

庆市检察院选派到重庆市荣

昌区铜鼓镇刘骥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1年来，韦永华和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们驻村

更“驻心”，紧紧围绕“党建促

扶贫”，坚持把精准扶贫、产

业发展与农民增收、乡村振

兴紧密结合起来，用实际行

动赢得群众信任、赢得工作

主动、赢得各方认可。图为

韦永华（左）与村民一起在花

椒基地采摘花椒。

魏 霞 摄

本报讯 为推进“三区三州”等深度

贫困地区扶贫产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农

村部今年将着力强化技术指导和社会化

服务，继续加大产业技术专家组选派和

农技推广特聘计划实施力度。

农 业 农 村 部 和 国 务 院 扶 贫 办

4月16日召开“三区三州”和52个未摘

帽县产业扶贫工作视频会。农业农村部

部长韩长赋在会上表示，产业发展、品质

提升，关键要靠科技。目前“三区三州”

贫困县已组建产业技术专家组529个、

遴选产业发展指导员2.7万余人，52个

未摘帽县落实技术帮扶专家3800多人。

据了解，今年农业农村部将在52个未

摘帽县建立产业技术顾问制度，把深度贫困

地区种植较多的花卉、猕猴桃、大枣等纳入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高素质农民培育工

程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农村实用人才带头

人培训项目全部面向贫困地区实施。

同时，将加快发展代种代收、统防统

治、烘干仓储、分等分级包装等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支持社会化服务组织购买农机，对

深度贫困地区急需的茶叶、林果、食用菌等

专业机具，推动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

今年病虫害偏重发生，农业农村部将组织

科研院校、农技推广机构、社会化服务组织

等，开展防控技术指导和帮扶工作。

韩长赋表示，近年来，“三区三州”产

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每个县区都形

成了带贫主导产业。52个未摘帽县已发

展主导产业122个，带动300多万贫困群

众、人均增收1700多元。但深度贫困地

区扶贫产业还处在起步期、发展期，特别

是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完成产业

扶贫任务必须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据悉，今年农业农村部还将着力完善

深度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规划，突出抓

好农产品产销衔接，大力培育联贫带贫主

体，积极推动在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引导

贫困劳动力“点对点”返岗复工、外出打

工，进一步挖掘农村内部就业潜力，带动

贫困户就业增收。 （于文静）

农业农村部将加强深度贫困地区
产业技术指导和社会化服务

贵州天柱县联山街道采取超常

规措施，主动作为，积极服务，确保搬

迁群众真正搬得出、稳得住、能就业、

有保障，实现脱贫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