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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来临，重庆市城口县东安镇
兴田村村民赵友兰忙得很，她的“大巴
山森林人家”又将迎来避暑旺季。作
为脱贫光荣户，赵友兰去年纯收入有
10 多万元。“欠账已经还完了，脱贫是
必须的。”赵友兰笑得合不拢嘴。她的
经历正是城口县“生态脱贫”的缩影。

一手端着国家级贫困县的牌子，
一手端着中国绿色名县的牌子，作为
地处重庆最北端的边远区县，城口县
位于大巴山腹心地带，是重庆市贫困
程度最深、脱贫任务最重的区县之
一。过去的城口，因为守住“绿水青
山”而牺牲掉“金山银山”；现在的城
口，在用好用活用足独特生态环境优
势上下深功夫，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集中攻克基础薄
弱、产业薄弱、内生动力三大突出性制
约因素，走实走稳走宽“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的生态脱贫之路，贫困发
生率从 2014 年底的 14.5%下降到 2018
年的2.77%。

交通先行
从“村口”到“门口”

城口县位于北纬 31 度 37 分至 32
度 12 分、中国气候南北过渡带上，有

“中国生态气候明珠”“中国绿色名县”
等国家级金字招牌。

这方秀美之地，森林覆盖率达
66.7%，位居全市第一；生态环境质量
连续7年位居全市第一，是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重庆重点生态功能区。

然而，长期以来，大巴山崇山峻
岭、横亘封闭，这个“据三省之门户，扼
四方之咽喉”的地方交通极为不便，极
大地制约了城口县的经济发展，成了
重庆脱贫攻坚的“硬骨头”。

要想有出路，必须先修路。城口
县从交通入手，聚焦农村小康路、普通
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建
设。高铁方面，计划开工建设渝西高
铁万州至城口段，适时启动城口站铁
路综合交通枢纽建设；2020 年开工建
设渝西高铁达州方向城口境内段，加
速城口全面融入国家高速铁路网和全
市“米”字型高速铁路网。

同时，实施“通路、通水、通网、通
物流，改地、改房、改电、改环境”的“四
通四改”基础提升工程，打通基础设施
建设最后一公里。建成通村公路 480
公里，基本实现公路村村通、社社通；
实现农村安全人饮和产业用水全面保
障、通讯网络实现村全覆盖、农村物流
网点覆盖 81%行政村；完成 2700 户危
旧房改造，改造农村电网96公里，改善
农村电压质量1000户；196个村社区、2
万余农户实行环境整治，群众生活陋
习、居住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基础设施的改善带动了贫困户增
收。2017 年夏天，修齐镇通向贫困户
范明国饲养跑山猪猪场的公路被水冲
毁，范明国二话不说，发动大家连续奋
战 10 多天，很快修通公路。“产业路自
己修”，范明国说，以前靠外出务工每
年收入 1万余元，如今年收入达到 4万
元以上。

生态产业
从“山底人家”到“山顶药家”

“我是党员我带头。”鸡鸣乡党员

沈贤福一头扎进金岩村深山，带领129
户、527名群众（其中贫困户49户）发展
中药材产业，在山顶建起中药材基地
6000余亩，从“山底人家”变成“山顶药
家”，如今基地年产药材 1500 吨，户均
增收5万余元。

“九山半水半分田”。城口县山多
地少，城口河北连汉江流域的仁河水
系，南接嘉陵江流域的前河水系，群山
绵延处一条条清澈的河流绕山流淌。
碧水绕青山，山底河谷草地青青，山上
森林层次分明。城口通过“规划到地、
要素到地、技术到地、市场到地、基础
到地、服务到地”系列举措，构建“山底
强旅，山腰强特，山顶强药”的立体山
地生态产业格局。

在山底河谷地带，城口县着重发
展生态型乡村旅游，建设“大巴山森林
人家”集群片区 11 个、1500 户，带动
1200余户5000余名贫困人口增收。

在山腰地带，通过市场主体引领、
集体经济组织推动、股权化改革带
动，着重发展山地鸡、老腊肉、中蜂、
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发展农业龙头
企业 58个、农民合作社 571个、家庭农
场 347 个，产业扶贫基地 99 个，培育
14 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动股
权化改革农业项目 28 个，覆盖 90%以
上农户。

在山顶地带，着重发展中药材产
业，总量达到33万亩，产量6.5万吨，产
值5.2亿元，成为大巴山“生态药谷”。

旅游扶贫
从“穷山”到“金山”

森林覆盖率91.8%，平均海拔1280
米，年均气温12℃，地处大巴山腹地的
东安镇兴田村有着生态好、气候好、空
气好、风光好的“四好”标签。但在多
年前，兴田村人均耕地不足 0.6 亩，人
均粮食不足90公斤，2010年，兴田村的
人均年收入还不足 2000 元，贫困发生
率高达 31%，村民们只能守着金饭碗，
过着穷日子。

2010 年，贯穿全村的城（城口）巫
（巫溪）公路通车，兴田村看到了发展
的契机。2012 年，东安镇党委政府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并鼓励群众修建统一命名为“大巴山
森林人家”的农家乐。一开始，只有 6
户人跟着干了起来。

兴田村村民唐任平就是6个“吃螃
蟹”的人之一。村里开动员会时，他正
在攀枝花打工。与留守在村里的父母
多次沟通后，他毅然辞工回家。当年，
他的 4间客房收入了 8000多元。尝到
甜头的他，次年一开春便把住房扩建

了一层，床位也增至 20 个。“我们这儿
到处都是森林，门前的亢河清澈漂亮，
呼吸的空气都是甜的。夏天最热的时
候，也不过20℃，搞旅游肯定赚钱噻。”
唐任平说，从 2013 年起，“大巴山森林
人家”每年给他带来的收入都在 10 万
元以上。

2013 年，和唐任平同村的赵永
兰因车祸左脚粉碎性骨折，长期在
外务工的丈夫也因此放弃工作回家
照顾她。家里入不敷出，成了建卡
贫困户。看着开始营业的这 6 家大
巴山森林人家生意火爆，再加上县
里、乡里都有补助，赵友兰心里“痒
痒”起来。2014 年，拄着拐棍的赵友
兰多方筹措资金，她的森林人家破
土动工。

2015 年，赵友兰赶在夏季到来前
顺利开业。“没想到，生意这么好！”赵
友兰的森林人家在 40 多天的暑期，靠
着 8间客房和餐饮就纯收入 5万余元，
不少游客把第二年的房间都预定了，
一订就是一个月。

房间不够住啊！心头火热的赵友
兰，赶紧又借钱扩大了森林人家的规
模，客房增加到16间。

“在外打工日晒雨淋，现在靠风景
就赚钱了。”2016 年，唐任平把以前的
住房卖了，新修了个更大的。“现在每

年收入15万以上没问题。”唐任平笑容
满面。

2018 年，兴田村已建成大巴山森
林人家 121 户，床位 3515 张，年接待游
客逾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50
余万元，全村90%的农户直接或间接从
业乡村旅游，年人均纯收入接近 2 万。
现在，兴田村已经成为重庆乡村旅游
的代表，是周边城市重要的消夏避暑
目的地。

城口县发挥独有的生态优势，围
绕集中安置点，全面整合农村田园风
光、古树群落、山水美景等旅游资源，
大力发展以户为单位的“大巴山森林
人家”，唱好旅游四季歌，打造春赏花、
夏避暑、秋赏叶、冬玩雪的特色旅游基
地，带动“大巴山森林人家”成为乡村
旅游扶贫的知名品牌，持续推进重庆
特色旅游基地、全国知名山地休闲度
假旅游目的地建设。

同时，城口将发展资金从“城里”
带到“乡里”，大力推动城市资本下乡
进村，为扶贫输血造血。建立 3000 万
元乡村旅游发展基金，带动了200多个
市场主体投入乡村旅游发展，直接发
放贷款 9000 余万元，撬动了近 3 亿元
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旅游。建立2200万
元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创新实
施“户贷户用、户贷合伙、户贷委托、户
贷入股”模式，实现4311户贫困户获得
贷款2.097亿元。

这里的山川、森林、溪水等宝贵的
自然禀赋，正成为城口脱贫致富的“金
山银山”。

内生动力
从“等靠要”到“比赶超”

“一共养了 95桶中蜂，年收入 5万
多元。”东安镇贫困户王喜才说。他早
年患上脑萎缩，精神错乱，病情得到控
制后，开始学技术养中蜂，几经沉浮，
终于成功，并且有了现在的小洋房。

河鱼乡贫困户彭时俊曾是村里有
名的懒汉，精神萎靡，无欲无求，被邻
居嫌弃。精神脱贫系列工作后，彭时
俊像换了个人，深感贫穷没面子，变得
干劲十足。原来“上顿吃了找下顿”，
现在有了产业、有了新房，年收入 3 万
元。他常说：不能啥事都靠政府，只要
勤快，就能脱贫。

明通镇居民苏必轩被评为新乡贤
后，带领周围乡贤奔走于乡镇各地，成
了群众信得过、党政信得过的“党群桥
梁”。哪里脱贫攻坚有需要，他就出现
在哪里，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也从
不要镇里一分补贴，是明通镇群众的
脱贫攻坚带头人。

扶贫先扶志。城口县把推动精神
脱贫、增强内生动力作为精准扶贫重
要内容，大力开展“党恩教育进农家、
村规民约进农家、典型示范进农家、
文明新风进农家、传统美德进农家、
文化滋养进农家”活动，贫困群众内
生动力有效激发，涌现出一大批脱贫
致富光荣户，一批贫困群众自愿不当
贫困户，其中仅明通镇就涌现出 170
余户。

如今的城口县，乘着脱贫攻坚的
东风，抓住电商扶贫和“互联网+扶贫”
的发展机遇，借势当地原生态特色农
产品资源和独特生态优势，加快构建
生态农业全产业链和旅游产业新格
局，实现长久稳定的脱贫，走出了一条
别具特色的“逆袭之路”。

从从““山底山底””到到
““山顶山顶””的攀登的攀登
——重庆市城口的生态脱贫生态脱贫之之路路

图为城口县河鱼农耕文化园，游客在体验农事活动——捉泥鳅。

□□ 黄志安

前不久，广西百色市西林县西平乡
那务村易地搬迁贫困户黄建山的旧宅
基地上挖掘机声轰鸣，拆旧平整后，一
片良田初见雏形。“我们家的旧泥瓦房
已经闲置好久了，现在政府帮忙拆除，
复垦种上庄稼还可以得到奖补。”黄建
山高兴地说道。这只是西林推进拆旧
复垦工作的一个缩影，2018 年以来，该
县把实施拆旧复垦作为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和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广动
员、建机制、稳推进，让一个个废旧老屋
摇身一变，成为一片片良田美景。截至
2019年 5 月底，西林县易地扶贫搬迁户
签订旧房拆除协议书1469户，已拆除旧
房 312 户，以 21.22%的拆除率位列全市
第一。

实际上，西林的拆旧复垦工作并非
一帆风顺。许多农户传统观念根深蒂
固，认为“祖宗的房子拆不得，老屋基拆
了土地也跑了”，导致工作推进难度很
大。晓之以理，做通群众思想工作；动

之以利，调动群众积极性——关键时
刻，西林县的扶贫夜校政策解读专场发
挥了巨大作用。

“我不同意！”在那佐苗族乡垌硝
村扶贫夜校现场，贫困户杨正林直接
表态，其他村民对拆旧复垦工作也是
抱着怀疑和观望的态度。西林县县委
副书记李正对当场给杨正林算了一笔
账：“你家属于易安户，旧屋是砖瓦结
构。如果年内拆除，除了底金 2 万元，
自行拆房还可以得 1 万元，你复垦种上
农作物达到验收标准最多还可以得 2
万元。土地还是你的，跑不了，拆旧
屋，还得钱，你自己想一想，是亏还是
赚？”正是这样一次次接地气、面对面
的交心谈心，普及了国家政策，让西林
的拆旧复垦得到越来越多农户的支
持。杨正林后来说：“能拿到钱，地也
还是我们的，这是好事，大家都想通
了。”从“要我垦”到“我要垦”，不到一
个星期，垌硝村 107 户村民全部签订了
拆旧复垦同意书。

在马蚌镇三脚坡村岔河屯，吴发礼

等7名贫困户在各自老屋基上捡拾建筑
废料、整理地块：“他们真的是为我们
好，我们是主动要求拆除的，凑钱请来
了钩机推倒复垦。你看，那是我家的牌
子。”吴发礼所指方向，是一块块崭新的
土地权属牌，从户主姓名、搬迁安置点、
复垦面积等信息一目了然，他口中的

“他们”正是由该县“县、乡、村”干部组
成的专门工作组。

为扎实推进拆旧复垦，西林县做好
“三个明确”：明确“县乡村三级联动、多
部门齐抓共管、党政群齐心协力”的工
作要求、“县统筹协调、乡镇负总责、村
组抓落实”的目标责任和“占新拆旧、增
减挂钩、搬迁复垦、明确范围、按期完
成”的工作方针。

“‘三个明确’工作法，明确了工作
流程，使拆迁复垦得以循序推进，从而
整合多部门的力量形成合力，也让群众
逐步理解并积极参与其中。”马蚌镇党
委书记农程亮介绍道。

在足别乡者么村威猫屯，笔者看
到，复垦后的耕地错落有致，田块成

方，绿茵茵的玉米等农作物映入眼
帘，一片良田美景。“复垦后的土地就
在路边，不仅管理方便，而且土质肥
沃，管理得当就是难得的良田。”足别
乡者么村扶贫工作队队员刘帆对复耕
后的土地利用有着清晰的工作思路，

“从威猫屯的试点来看，耕地面积增
加了，农作物长势良好，受到了群众
的欢迎。”

拆旧以后，如何有效利用土地是
复垦工作的最关键。今年以来，西林
县统一计划、明确标准、严格执行，要
求将复垦后的原闲置住房、宅基地、老
旧棚圈等整理成标准化农田。同时，
引导群众参与土地流转，复垦后的地
块变成了田园、果园等，提高了土地利
用效率，同时也增加了农民收入。“都
是托党的好政策的福，全家易地搬迁，
老屋复垦成耕地，还领到了 2.5 万元的
政府奖补。”威猫屯搬迁户项金伟喜上
眉梢。

“拆旧复垦的最终目的还是让群
众受益、乡村振兴。”西林县委书记冉光
富介绍，“我县的拆旧复垦工作不仅有
效解决了农村建设用地闲置问题，增加
了耕地面积，改善了生产条件和人居环
境，我们通过实施土地流转、发展高质
量的现代特色农业，更能为宜居乡村建
设、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可持续发
展提供新的动能。”

西林县推进废旧房屋拆旧复垦——

垦出一片良田美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审计局在助力脱贫攻坚中，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把扶贫审
计融入扶贫工作，让驻村帮扶的审计人员既能较好地完成扶贫领域的审计任务，又能在脱贫
攻坚中发挥中坚力量，在双向工作中实现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图为驻村审计干部到柯尔克
孜族老乡家中走访了解扶贫资金补助情况。 孙现富 摄

西藏那曲
气象局助贫困群众就近就业

日前，来自西藏那曲市11县（区）的82名贫困
群众经过培训上岗，开始承担全市 82个乡镇自动
气象观测站的安全守护及基本维护检修工作。此
举不仅是落实气象行业扶贫的具体举措，同时有
助于提升气象灾害监测站网密度，为贫困乡（镇）
气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支撑。

据了解，那曲市气象局围绕贫困县乡（镇）地
面天气站建设，从当地扶贫转移就业岗位中遴选
就近居住、缺乏劳动技能、外出务工难度大、具有
较强责任心的 82 名贫困群众，承担自动气象站
探测设备的安全守护及基本的维护检修，并对看
护员进行自动气象站设备维护技能培训，确保其
具备维护保障自动气象站正常运行的基本能力，
并签订看护协议，履行看护职责。

田浩宇 常川

四川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加快推进交通建设各项任务

近日，四川怒江州政府召开交通项目工程推
进会，要求全州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职工要按照怒
江州委州政府“下沉作战全面总攻”的要求，紧紧
围绕当前交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切实转变工作
作风，积极主动找问题、找差距、补短板，下沉基
层，深入工地一线，团结协作，奋力攻坚，全力推进
全州交通建设各项任务。

会议要求，怒江美丽公路在确保今年如期
完工的同时，要同步抓紧推进沿线绿道建设工
程；要全力协调解决好保泸高速的征地拆迁等
实际困难和问题，争取泸水境内段明年实现通
车；要按照“四好农村路”建设要求，在扎实推进
通村、通组、通安置点公路路面硬化工程的同
时，结合怒江特殊的地形地貌情况，以“安全、便
捷、通畅”为主，认真做好全州农村公路生命安
全防护工程和危桥改造，并强化对护路员日常
养护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从而为今后各行政村
通客车创造良好条件；要超前谋划好大滇西旅
游环线规划，做深做细六片高速、六兰高速等一
批重点项目的规划方案，积极推进剑兰高速和
怒江机场相关前期工作，争取尽快开工建设，加
快推进维兰二级路、兰福公路、福维公路等重点
在建项目，争取早日完工。 新跃华

陕西镇巴县
家庭医生服务助力健康扶贫

在我国，贫困人口中有很多是因为大病致贫，甚
至大病返贫，疾病成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拦路虎”。陕
西镇巴县地处大巴山腹地，交通不便等因素导致镇巴
山里百姓过去“小病拖、大病扛，慢病重病愁断肠”。

“不能让一人患大病，全家都倒下。”镇巴县委
县政府整合各方力量，全面推进大病集中救治、慢
病签约管理、重病兜底保障，实施疾病预防控制

“八大行动”，全面夯实“4+X”医疗保障政策和“2+
2+1”健康扶贫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即：村医和
村卫生专干各1人+镇级医生和公卫专干各1人+
县级医生 1 人，对贫困户开展政策宣讲、大病救
助、慢病预防、健康管理等签约服务工作，团队负
责签约服务对象的医疗救治、转诊、随访服务。同
时，落实新农合个人缴费补贴政策，全县贫困人口
住院实际报销比例达80%以上。

当地政府还实施国家首个“互联网+健康扶
贫”应用项目，开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管理和电话
跟踪随访系统软件，专门用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信息传递，增加贫困户就诊即时通功能。家庭医
生通过 APP 就能掌握群众就医动态，开展健康档
案信息查询、预约服务和医患交流等。

截至目前，镇巴县在册贫困人口新农合参合率达
100%，因病致贫返贫户由2016年的9862户22752人
减少至目前的257户908人。 郝江震

攻坚路上

提要：过去的重庆城口，因为守住“绿水青山”而牺牲掉“金山银
山”；现在的城口，在用好用活用足独特生态环境优势上下深功夫，集
中攻克基础薄弱、产业薄弱、内生动力三大突出性制约因素，走实走稳
走宽“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生态脱贫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