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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隆昌3.8万贫困人口
脱贫、49 个贫困村顺利退出，高质量如
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
础。五年的奋斗征程，集中反映在一个

“变”字上。
从基本温饱到吃穿不愁，脱贫群众

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变”。全面实行低保
线和扶贫线“两线合一”，低保兜底建档
立卡贫困户6.12万人次，建档立卡贫困
户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底的2579元提
升到2020年的9201元，增长256.77％。

从无房危房到入住新居，脱贫群众
住房安全发生了“质变”。“十三五”期间
实现易地扶贫搬迁1384户、3523人，完
成贫困户危房改造4919户，让脱贫群众
的安居乐业梦想终于成真。

从缺医少学到全面保障，贫困村社会
事业发生了“蜕变”。贫困患者县域内住
院医疗费用个人支付的占比控制在10%
以内，累计救助1.44万人次建档立卡学

生，享受专项资助1793.51万余元，贫困
户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
100％。

从产业匮乏到百业竞兴，贫困村发
展动能发生了“裂变”。贫困户累计发展
优质稻 2 万余亩，贫困村发展水果基地
8902亩，木本油料基地6736亩，稻渔基
地6634亩，基本形成了“一村一品”特色
产业格局。

从交通阻隔到内联外畅，脱贫地区
基础条件发生了“突变”。完成县乡道改
善提升 202 公里，完成村级公路建设
235.8公里，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坐公
交、收快递，所有乡镇和建制村已实现通
硬化路和通客车。

从陈规陋习到文明新风，脱贫群众
精神面貌发生了“蝶变”。扶贫同扶志扶
智相结合，深入开展感恩奋进教育，开办

“农民夜校”178 所，创建省级“四好村”
44个，扎实推进移风易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晓庆

从达州市宣汉县城出发，到该县境
内的4A级景区巴山大峡谷，经省道、上
高速、过快速通道，距离100公里。

这条路，陈黎每年都要往返上百
次。尽管沿途风景宜人，但她似乎从来
都无心认真观赏过。只因她的心里装着
这条路的尽头，想的是如何让巴山大峡
谷的文旅扶贫，真正让宣汉的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

85后美女硕士
毕业后毅然返乡

陈黎是土生土长的宣汉人，给人的
印象身体单薄，却精力旺盛，做起事来更
是雷厉风行，让人无法想象她单薄的身
体里居然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2012年，陈黎从川大法学院法律硕
士毕业，并通过了全国司法考试，拥有多
种选择。但面对家乡抛来“千名硕博进
达州”的橄榄枝，她没有犹豫，怀着一颗
初心和家乡情结，回到家乡宣汉。

回乡后，她先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做
起，在宣汉县司法局工作，做过普法宣传
员、为弱势群体“发声”的援助律师。后
到南坝镇挂职锻炼，历任庙安乡副乡长、
宣汉县投促局副局长、局长、文旅局局

长。回乡9年，她一路用汗水铺就，同时
也收获了掌声和鲜花。

她是扶贫女斗士
不分昼夜奋战一线

当脱贫攻坚战役全面打响时，陈黎
还在基层乡镇工作。用她自己的话说，
那段时间根本没有白天黑夜之分，脱贫
攻坚工作刚刚起步，作为脱贫攻坚的分
管负责人，什么事情都在摸索中前进，什
么事情都要自己跑上跑下，凭的就是要
让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决心和信心。

正因她不分昼夜在扶贫一线奔波，
她对口帮扶的庙安乡洞子村当年便顺利
脱贫摘帽。

2018年8月，巴山大峡谷文旅扶贫

景区开园；2019 年 3 月，陈黎调任宣汉
县文旅局局长。彼时，巴山大峡谷承载
了周边9.1万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脱贫希
望，承载了周边 21 个乡镇老百姓的致
富梦想，身为文旅局长的她，更是一刻
都不敢放松。

因此，才有了她每年上百次往返县
城与景区的赶路场景，才有了她不分昼
夜奔忙在文旅扶贫第一线的身影，才有
了2020年巴山大峡谷片区的整体脱贫，
辐射带动周边21个乡镇、46万余人增收
致富。

七大文旅扶贫模式
只为“授人以渔”

“脱贫攻坚事业要苦干，但不能蛮

干，要懂得借力借势。所以我一直在思
考，如何让脱贫攻坚事业与文旅发展深度
结合，创造出一种让老百姓能长效致富的
模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输血式
的扶贫变成造血式的扶贫。”陈黎笑称，
为了把这些事想明白，头发真没少掉。

巴山大峡谷，毫无疑问是最好的载
体和支撑点。围绕着巴山大峡谷做文
章，宣汉成功探索出“资源入股带动脱
贫、劳动就业带动脱贫、经合组织带动脱
贫、经营帮扶带动脱贫、易地搬迁带动脱
贫、农旅联动带动脱贫、文化演艺带动脱
贫”七大文旅扶贫模式。

依托国家近年来对基层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项目的投入，宣汉完成了 491 个
村级综合文化室建设，211 个贫困村文
化室提档升级。同时，每年深入贫困村
开展送文艺演出活动400余场。以弘扬
孝善文化为主题，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
品深受老百姓喜爱。

2020 年，在陈黎的带领下，宣汉成
功创建6个省级“文化扶贫示范村”、4个

“市级乡村文化振兴示范村镇”和2个省
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文化之乡落户
宣汉。同时，宣汉成功跻身第二批天府

旅游名县、四川省首批省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2020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佳

县、2020 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

县。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模式成功入
选四川省全域旅游示范区十大典型案
例和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集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轩

四川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特别报道

回眸五年脱贫路
看四川隆昌六大“变”

春节之后，四川省
隆昌市胡家镇大大小
小100余个稻虾基地
迎来了“丰收”的好时
节，“膘肥体壮”的龙虾
经过分拣后发往城区，
继而运到成都甚至北
上广，供不应求。依靠
稻田虾产业，过去五年
胡家镇实现了全面脱
贫，未来五年，它依然是
乡村振兴的“源动力”。

近日，内江市东兴区高梁镇清溪村
村民文英早早来到离家不远的“内江市
清溪村精准扶贫·就业车间”，开始一天
的水果包装工作。今年50岁的文英，老
伴因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家中还有一个
80多岁的老母亲，照顾家庭的重担都压
在她一个人身上。

让文英高兴的是，现在她有了固定
收入。“我在包装厂上班，一年差不多有
四万元收入。除去给老伴治病的钱，每
年还能存一点。我发自肺腑地感激政
府，也很感谢企业的三位老板。”文英说。

文英口中的三位老板——罗鹏、谢洪
伟、李快追都是高梁镇人。同为初中同学的
三人，于2016年合伙返乡创业，选择某电商
平台作为事业起点，开创“晓乡”鲜果品牌。

罗鹏告诉记者，“晓乡”在内江设立
了 4 个就业车间，整体带动 200 多人就
业，年发放工资累计近千万元。其中，文
英所在的“内江市清溪村精准扶贫·就业
车间”规模最大，占地20多亩，解决了清

溪村及周边村民100多人的就业问题。
2020年，内江市东兴区贫困劳动力

实现务工就业13723名（其中，公益性岗
位 1238 个），实现了每个有劳动力的贫
困家庭至少实现一人就业。

农民蝶变为“工人”，只是该区帮助贫
困群众稳定脱贫的一剂“良方”。组建驻村
工作队77支，从市区两级选派联系领导
40名、帮扶单位410个、第一书记294人、
驻村帮扶干部154人、驻村农技员77人和
帮扶责任人6766名；2014年以来，各行业
部门共投入资金16.96亿元，实施扶贫项
目1431个；702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房屋
实现“改造安全”，其余6936户均实现“鉴
定安全”或“保障安全”……一串串数字背
后，正是该区对群众呼声的有力回应。

今年，该区将拓展扩面、提质升级、接
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让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晓庆
见习记者 贾娇

内江市东兴区
扶贫车间建村口脱贫致富有奔头

脱贫，希望所在；
攻坚，力量所在；奔小
康，目标所在。

“十三五”收官，“十
四五”开局，四川内江
东兴区正在旧貌换新
颜：13956户 37836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
实现稳定脱贫，2020年
度人均纯收入达到
9401.06元。全面小康
路上不落下一人。

85后文旅局长 让文旅扶贫“授人以渔”

陈黎（左二）向群众了解生产生活情况。

内江市东兴区，“扶贫李”助农增收。 兰自涛 摄隆昌胡家镇一稻虾基地迎来“丰收”。

陈黎
宣汉县文旅局长

四川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