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wsnews@163.com

2021 年 5 月 26 日 星期三责编 方丹 美编 董申熬 校对 方丹

电话:023-57737953

4

急 ( 常 ) 用电话 报警 :110� 火警 :119 � 急救 :120 � 交 警 :57682131 � 气象 :57914202��� 印刷 ： 重庆重 报印务有 限 公 司 承 印（电 话 ：023 －62805775） 内 部 资 料 免 费 赠 阅

专题

本报记者 方丹 肖乔 文 / 图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役中，大昌镇

党委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补齐
各项短板，全镇齐心奋力攻坚，顺利实现
脱贫摘帽。

时光不负，2020 年，大昌镇 9 个贫困
村如期出列，1699 户贫困户 6230 名贫困
人口如期脱贫。

4 月 15 日， 重庆市脱贫攻坚总结表
彰大会上，大昌镇党委荣获了“重庆市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回望过去， 每一帧回忆皆是劈波斩
浪、奋勇向前的精神动力。

党建引领聚合力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大昌镇党

委切实扛起脱贫攻坚主体责任，扎实开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百日提升”行动和“五
级书记”遍访贫困对象行动，督促全体干
部职工深入村组、深入贫困户开展遍访和
入户工作， 坚持每月研究脱贫攻坚工作。
选优配强村级“一把手”，班子凝聚力和战
斗力不断增强，在脱贫攻坚工作推进过程
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采取“支部 + 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产
业发展模式，通过“5+1”产业利益链接、
盘活“三资”（农村集体的资金、 资产、资
源）等有效途径，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

做实基础奠根基
山乡巨变，体现在百姓衣食住行的点

点滴滴中。
“现在吃得好、穿得暖、住得舒心；出

行更方便了， 走到哪儿鞋底都不沾泥巴
……样样都变好了，生活更加有盼头了。”
大昌镇明阳村腾海青告诉记者。

“要致富，先修路”，打通交通脉络，是
便利群众出行及激活产业的关键所在。大
昌镇秉承“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的
理念，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累计新修
公路 162.1 公里、 整修公路 248.83 公里、
硬化公路 275.292 公里， 行政村 100%实
现通畅，自然村 100%实现通达。新修人行
便道 136 公里，不通公路的入户人行便道
全覆盖。 新建（整治）饮水工程 276 处，铺
设管道 30 余万公里， 农村饮水安全得到
有效保障。

“整合资源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通
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村容村貌极大

改变，助力乡村建设更加美丽富裕。”大昌
镇党委书记梁玻说。

做大产业富群众
由于水绕山，山环水，且因三峡库区

独特的温润气候，大昌镇出产的果子肉质
细腻、汁多甜醇，被评为“重庆果王”。在脱
贫攻坚战役中，大昌镇立足山地立体气候
明显的特点，重点规划发展柑橘、脆李、蜜
柚、 核桃和烤烟等现代特色效益农业，形
成低山柑橘、中山脆李和蜜柚，高山核桃
和烤烟为主的“三带”农业产业体系。

如今，大昌镇在滨湖的双胜村、洋河
村、 宁河村等 15 个村 500 米以下土地上
种植柑橘面积已超过 5.5 万亩，“三峡库
区柑橘第一村”呼之欲出。兴胜村恋橙园、
营盘村脆李园、槐花村核桃园、自力村蜜
柚园以点带面、示范先行，39 个专业合作
社带动贫困户 571 户 2358 人， 有力助推
全镇脱贫攻坚工作。

除了优质柑橘外，大昌镇还进一步培
育合作社、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等新型经
营主体，推进“三社”融合和订单农业新模
式。试点建设水稻、水产、粮油、生态、旅游
相结合的农业综合体，加快推进高标准农
田整治、标准化果园建设，着力构建阶梯
农业、平衡农业，让全镇不同海拔、不同区
域的村民都有自己的“摇钱树”。

脱贫攻坚不是终点，乡村振兴刚刚启
航。“大昌镇党委荣获‘重庆市脱贫攻坚先
进集体’，既是荣誉更是责任和鞭策。接下
来，我们将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 倍加珍惜荣誉，
将沉甸甸的荣誉化作奋勇前行的动力，持
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梁玻表示。

大昌镇：化荣誉为前行动力

本报记者 王忠虎 龚傲 文 / 图 古
人曰：“兰花生於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很
多人喜欢兰花，不仅是爱它高雅脱俗的气质，
更爱它那无私的奉献。

胡光兰，这位“80”后的共青团巫山县委
青少年部部长， 驻铜鼓镇竹园村第一书记兼
工作队队长，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犹如山里一
株绽放的兰花吐露着芬芳， 默默无闻地奉献
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2015 年，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胡光兰进
驻铜鼓镇竹园村，任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
到竹园村第一件事， 就是持续两个多月的挨
家挨户走访，723 户 2459 人各项情况， 她都
如数家珍。

“我是一名党员， 我就不能辜负党的重
托。”胡光兰说。为充分发挥好党组织的作用，
她严格“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政治生活。对
行动不便的，她上门送学；播种农忙时，她下
地送学。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她带头组建党员
宣讲队，爬高山、下深谷、穿丛林，村里每一寸
土地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通过 200 余场院坝
会、田坎会，为竹园村注入精神力量，做到了扶贫先扶
志、扶贫必扶智。

纤纤弱肩担道义，巾帼细手壮竹园。 作为驻村工作
队队长，胡光兰知重担、敢担当。 她扑下“身子”，全面摸
清“家底”。她放下“面子”，四处寻求助力。通过努力，她
争取团市委项目 12 万元用于整村扶贫、烟台东西扶贫
协作资金 2.5 万元用于资助 50 名贫困儿童、30 万元用
于实施光伏扶贫工程激活村集体经济。 她迈开“步子”，
实现整村脱贫。 发展种植脆李 2350 亩，无花果 500 亩，
协助建立绿豆加工厂 1 家。 同时，新修村级道路 15.85
公里，整治山坪塘 32 口，新修饮水池 11 口。2018 年，竹
园村率先在铜鼓镇实现整村脱贫， 也荣获了县脱贫攻
坚“成绩突出奖”。

生来平凡而人格生辉，朴素踏实而尽显崇高。 驻村
6 年，胡光兰把自己全部身心献给了扶贫事业，献给了
竹园村人民。 用青春的挥汗如雨谱写出驻村扶贫的幽
兰赞歌。 她用智慧、热泪、汗水，照亮了竹园村的前路。
今年 4 月，胡光兰被评为“重庆市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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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龚傲 文
/ 图）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县交通局

“五个强化”，即强化政治站位、强化规划
引领、强化项目实施、强化建设管理、强化
组织领导，助力脱贫攻坚，圆满完成了脱
贫攻坚任务。 今年 4 月，被重庆市委市政
府授予“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县交通局认真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始终树立“脱
贫攻坚、交通先行”理念，强力推进交通扶
贫工作。 并成立交通扶贫攻坚领导小组，
组建 20 个扶贫攻坚队，强化督导督查。选
派政治素质高、工作作风实、综合能力强

的 4 名干部脱岗到竹贤乡石沟村、下庄村
开展驻村帮扶工作；59 名干部职工结对
帮扶 102 户贫困户全部高质量实现脱贫，
交通帮扶民意调查满意度全县名列前茅。

为全力实施交通扶贫，全县综合交通
枢纽注重顶层设计，农村公路规划坚持与
干线公路路网、产业发展、村级学校、生态
环境、地理条件“五个结合”，整体推进区
域交通扶贫。 旅游公路规划有特色，结合
巫山旅游大县实情，树立“交通围绕旅游
转”理念，农村联网干线公路结合乡村旅
游产业规划 8 条旅游大环线，把农村联网
干线公路建成旅游扶贫路，推动“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带动全县 24 个乡
镇贫困群众走上旅游致富路。

同时，加快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网络建
设。近五年时间里，完成投资近 283 亿元，
渝东门户综合交通枢纽雏形基本形成，为
全县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四好
农村路”3206 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5643 公里，新解决 532 个村民小组通达、
738 个村民小组通畅，尤其是实施交通三
年行动计划以来， 建设通组公路 2248 公
里， 实现了有条件的村民小组通组通达
100%、通组通畅 90%，完成 187 个非贫困

村 1747 公里社道整修和 1387 公里人行
便道建设，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得到根
本解决，群众满意度高。 加快旅游公路建
设， 建成旅游公路 600 公里、 景观公路
550 公里，8 条旅游大环线加快形成。

期间，强化公路建设管理，在全市率
先出台《“四好农村路”建设管理办法》。建
好农村路，严格计划管理，实行项目实施
和项目资金计划制；创新建设管理，实行
项目部门“五统一”和乡镇“三自主”建设
模式；严格招投标管理，强化质量安全，没
有出现“豆腐渣工程”；建立交通工程廉政
管理体系，加强项目资金监督，努力建设

“廉洁交通”。 管好护好农村路，在全市率
先将村社道路纳入养护范围，县财政每年
投入 2400 余万元用于村社道路养护，
5000 多公里村组公路养护工作步入常态
化。 运营好农村路，完成 305 个行政村通
客车， 在全市率先实现行政村通客车率
100%， 县财政每年投入 380 万元用于农
村客运座位补贴， 让农村客运开得进、开
得起，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交通局：“五个强化”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向海燕 陈兵 文 / 图
在福田镇凉水村， 有这样一位女子，

黝黑的皮肤泛着自信的光芒，平凡的装扮

却透着精干。外出务工———从“打工妹”到
制鞋厂车间管理人员； 返乡创业———从
“屡遭失败”到“致富能人”，她靠着自己勤

劳的双手和坚韧的意志，带领村民走上致
富道路。她，就是福田镇凉水村村民曾艳。

1979 年出生的曾艳，自小家境贫寒，
刚从学校毕业的她，怀着青春梦想，独自
一人前往广东东莞打拼。 因踏实肯干，很
快成长为制作鞋子专业技术人员，后来成
为东莞市鞋厂车间管理人员。在鞋厂工作
期间，工作业绩成效显著，2007 年鞋厂业
务发展到越南，她被派遣到越南鞋厂担当
高层管理，此时的她，不骄不躁，继续学
习， 于 2011 年又被派往柬埔寨担任车间
高管。

2017 年， 正值脱贫攻坚攻坚拔寨之
时， 曾艳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回到家乡，
决定用自己外出学习的制鞋技术为扶贫
工作奉献一份微薄之力。于是她带领周边
村庄的留守妇女开办了巫山县健峰制鞋
厂，修建了 600 平方米厂房，新购置 70 部
制鞋机台。

厂子虽然建好了，但是这些留守妇女
缺乏技术， 她便在村里举办车工免费培
训，耐心的手把手的教，先后为凉水村培
训车工 300 余人次。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
留守妇女们逐渐掌握了机台操作技术，鞋

厂运转很快进入正常化生产，效益越来越
好。 2018 年制鞋厂被县人力社保局和县
扶贫办评为“就业示范扶贫车间”。

“一人富不算富，全村一起富才是真
的富。”曾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
在空闲时间会主动去贫困户家里，介绍厂
里务工现状，宣讲“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的道理，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先后
为贫困劳动力提供了 70 多个就业岗位。

为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曾艳主动与凉
水村村支两委商讨，并签订了贫困车间带
动集体经济协议，每年给村集体分红近万
元。 目前，扶贫车间现有员工 70 多人，其
中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 40 多人， 年累计
发放工资 140 多万元，人均务工收入达到
2 万元， 帮助贫困户成功摆脱了贫困，走
上致富奔小康的道路。

从一个普通农家妇女，到群众致富带
头人，曾艳用自己的行动让众多的留守妇
女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看家、务农、打工
三不误，增收、致富有保障。

曾艳：脱贫路上的巾帼致富带头人

胡胡光光兰兰（（左左二二））与与村村民民交交流流。。

曾曾艳艳（（左左））正正在在指指导导工工人人制制作作鞋鞋子子。。

高高速速公公路路车车水水马马龙龙。。

大大昌昌湖湖湿湿地地公公园园。。

本报记者 向勇 向君玲
李斌凭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凭着对广大贫困

群众的一片爱心、热心，勤奋努力，任劳任怨地做好本职
工作，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为贫困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自脱贫攻坚工作以来，多次被县委、县政府评为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成为福田镇脱贫攻坚“排头兵”。

作为福田镇党委书记、全镇脱贫攻坚工作的执行人
和落实人，李斌严格按照“不少一户，不漏一人”的工作
目标，深入全镇走访摸底，从“面”上充分了解各村贫困
程度，从“线”上摸排农户家庭情况，从“点”上深入走访
群众、通过摸底、走访和比对，确保福田镇识别精准。

自脱贫攻坚以来，在李斌带领下，福田镇对照“两不
愁三保障”标准，先后 38 次将镇班子会开到村级，逐户
研判。重点关注两类人员，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因地
制宜、因户施策，确保各项政策精准落地到户到人。

近年来，福田镇实现通村通畅、通社通达、人行便道
入户率 100%，彻底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安全饮水实
现 100%，新建水池 3.1 万方，铺设管道 55 万米，建立长
效管护机制；农村环境持续向好，管好用实公益性岗位，
保持村社公路沟涵通畅和良好路况。 建立“包村、包片、
包户”三级联动机制，精准发力形成高山带茶叶、中山带
脆李、低山带柑橘的产业布局，实现一村一品、户户增
收。 全镇柑橘、脆李种植规模均达到 2 万亩、茶叶 1 万
亩。

此外，全镇全面落实健康医疗政策，提档升级镇卫
生院和村卫生室，配强村医生。 义务教育无辍学现象发
生，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教育资助全覆盖。 消除危房 1344
户，建成微型安置点 2 个。将精准识别的无劳动能力、脱
贫困难的贫困对象 2896 人次纳入低保兜底。 疫情期间
积极推送务工信息，全面稳岗就业。扶志扶智相结合，开
展贫困劳动力培训 3021 人次，激发内生动力。

现如今的福田， 一条条宽敞的环村水泥路穿村而
过，一片片产业之田绿意浓浓，一排排农家小院整洁美
观。近年来，福田镇还坚持打造最宜居乡镇，积极完善公
共服务设施，修建沿福田河景观健康步道，清理河床河
道，靓化集镇、村居居民区，提升医疗治理现代化，为全
镇居民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李斌说：“2021 年是‘十四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
的关键一年。我将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走深走实‘两化’路，打造互联互通交通体系，
加快重大民生项目建设，不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做好
福田镇乡村振兴这篇文章。 ”

李斌：脱贫攻坚一线“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