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靖雪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

党委书记

四川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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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特别报道

4月22日，攀枝花市仁和

区大龙潭乡党委书记孔靖雪，

被授予“四川省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称号。

位于金沙江畔的攀枝花

市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曾是

攀枝花市仁和区贫困人口最

多、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乡

镇。脱贫攻坚以来，到2018

年，全乡411户、1584名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到2020年，全乡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20861元，成为四川省首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先进

乡。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采访时，孔靖雪介绍了大

龙潭乡的“脱贫密码”。

恪尽职守 最贫困乡成了乡村振兴先进乡
孔靖雪讲述大龙潭乡的“脱贫密码”

4月，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

潭乡，正是芒果挂果时节。山坡

上，是漫山遍野的芒果林，刚刚

“出生”的果子挂满枝头。

大龙潭乡，曾经是仁和区贫

困人口最多、脱贫攻坚任务最重

的乡镇。但如今，这里已是远近

闻名的芒果之乡，2020年，全乡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0861元。

120公里外，攀枝花市米易

县新山傈僳族乡新山村。天气

晴好，来自成都几个旅行团的游

客，正在层层叠叠的梯田间拍照

留影。

海拔2000米的新山村，曾是

米易县最偏远和贫困的村子之

一。现在，这里旧貌换新颜，成

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正在全

力争创4A景区。

脱贫攻坚以来，在攀枝花大

山深处，这样的巨大变化，每时

每刻都在发生。

来自攀枝花市扶贫开发局的

数据显示，脱贫攻坚以来，攀枝花

倾力奋战。到2018年底，全市70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此后，再用

两年时间，帮助1300多户凉山自

发搬迁贫困户精准脱贫，解决了

历史难题。

倾力奋战全面脱贫 攀枝花绘就乡村振兴美好蓝图

产业扶贫
让户户有基础产业

4 月，大龙潭乡的气温已

经升至 30℃以上，路边，是漫

山遍野的芒果林。现在，芒果

刚挂果，等到7月，这里将是一

片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

“想象不到吧，曾经的大龙

潭乡，是仁和区贫困户数最多

的乡镇。”孔靖雪介绍说，大龙

潭乡的贫困群众，主要在干坝

子村和大龙潭村，致贫原因，是

常年干旱缺水、自然条件差。

2014年，全乡精准识别贫困人

口411户、1584人。

在孔靖雪看来，脱贫攻坚，
要“知己知彼”，因地施策。通
过逐村逐户了解情况，大龙潭
乡制定了全乡产业总体规划，
明确乡、村、户的产业扶贫方案
和具体措施，将贫困群众纳入
产业体系中，初步形成“果、烟、
菜、畜”产业结构，确保每个村
有 1 到 2 个产业增收项目。实
现“一村一品、一村多业”，产业
帮扶做到全覆盖。通过持续抓
好芒果、蔬菜两大支柱产业发
展，芒果种植面积达到 10 万
亩，蔬菜面积 1.2 万亩，烤烟种
植面积5600亩。

除了主打产业芒果，大龙
潭乡还充分利用气候特点、地

理优势，鼓励贫困村探索试种
新作物，如火龙果、青花椒、牛
油果、杨梅等，还试种了羊肚
菌、金桔等农产品。

项目帮扶
进一步提升村民收入

全乡 400 多户贫困户，户
户情况不一样。脱贫攻坚中，
孔靖雪和乡党委、政府一班人
想法设法整合项目资源，争取
项目，为进一步提升贫困户收
入，解决住房安全问题，起到了
关键作用。

借助乌东德水电站项目，
大龙潭乡实施安置移民群众
101户81人，干坝子村迤巴利、
花棚子两个村民小组实现了整
组搬迁。除了住进宽敞整洁的
新房，还在生产条件更好的区
域安置了土地，搬迁贫困户的
住房条件、生产生活条件，得到
了巨大提升。

孔靖雪说，基础设施建设，
是产业发展促脱贫攻坚的杠杆
支点。她积极争取，整合各方
资源，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目前，全乡建成 300 余公
里硬化产业道路，1.9万亩高标
准农田，238口蓄水池，有效改

善了生产条件。

改善环境
贫困村变成美丽小康村

孔靖雪表示，脱贫攻坚之
后，如何乡村振兴，一直是她思
考的内容，人居环境治理是一
个关键点。为此，大龙潭乡充
分发动贫困群众转变生活习
惯、开拓思维，呼吁大家积极投
身家乡建设。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全乡
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100%，生活污水也全部实现无
害化处理，并形成了“政府补
贴、村集体出资、村民自筹”的
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创造出生
态宜居的乡村环境。

当地还积极开展“农村公
共空间整治行动”，实现了贫困
村村容村貌的整体提升。同
时，在贫困户中开展文明评比、
卫生评比等活动，形成健康文
明的新风尚。2020年，混撒拉
村创建为“全国文明村”，干坝
子村获得仁和区“治理先锋”荣
誉称号。

“欢迎来到大龙潭乡，赏花、
品果，感受独特农家风情。”孔靖
雪向广大游客发出诚挚邀请。

帮扶全面覆盖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我们始终把脱贫攻坚作
为头等大事和最大的民生工
程。”攀枝花市扶贫开发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攀枝花有省
定贫困村 70 个，2013 年底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9658 户 、
37792 人，2018 年再识别凉山
自发搬迁贫困人口 1334 户、
6605 人，分布在仁和区、米易
县、盐边县三个区县。

脱贫攻坚以来，攀枝花市、
县、区领导带头联系最艰苦的
村子，所有党政群机关全覆盖
定点帮扶，89家民营企业积极
参与。先后有 221 名第一书
记、623 名驻村队员、134 名农

技员到村帮扶，全市 11463 名
干部全覆盖帮扶所有贫困户。

攀枝花建立了财政专项
扶 贫 资 金 投 入 稳 定 增 长 机
制。2014年以来，整合投入各
级各类扶贫资金 32.36 亿元，
精准实施脱贫攻坚项目 4382
个，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2.65 亿元。帮助 3.46 万人次
解决就学就医困难，帮助 1.7
万户次发展产业促进增收。

从2018年以来，攀枝花还
投入资金 10.45 亿元，全覆盖
落实住房新建或改造政策，实
施道路硬化、饮水等基础工
程，帮助凉山自发搬迁贫困人
口顺利脱贫。

数据显示，到 2018 年底，
攀枝花全市 70 个贫困村全部

退出。到 2020 年 10 月，剩余
586 户、2986 人全部脱贫。全
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动态调
整为10749户、44353人，均稳
定达到现行脱贫标准。

因户精准施策
脱贫成果不断巩固

脱贫攻坚，产业是关键。
攀枝花围绕“两不愁三保障”
目标标准，精确查找问题短
板，深入分析致贫原因，因户
精准施策。

脱贫攻坚以来，攀枝花累
计实施农村危房改造6617户、
易地扶贫搬迁1599户，累计建
设改造农村公路1985公里，实
施水利工程项目 291 个，贫困
户安全住房、安全饮用水合格
率均达100%。

通过发展山地特色蔬菜，
芒果、枇杷等特色水果，以及
核桃、青花椒等林业基地 51.4
万亩，帮助贫困人口实现就业
13938 人，将 11694 人纳入农
村低保兜底保障。2020年，全
市贫困户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达10395.8元。

攀枝花还建立了全学段
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累计资助
建档立卡学生4.3万人次。贫
困户基本医疗全额财政代缴，
贫困患者县域内定点医疗机
构就医住院累计达 5.3 万人
次，个人支付仅占2.2%。

为全面消除返贫致贫风
险，攀枝花建立了动态监测机
制，出台了《攀枝花市防止致
贫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实施
方案》。同时，大力开展贫困
劳动力技术技能培训，转变贫
困户发展思想，提升发展能
力，7 个贫困村创建成为全省

“文化扶贫示范村”。

未来乡村振兴
文化特色乡村令人期待

攀枝花市扶贫开发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攀枝
花将健全易返贫致贫人口发
现、核查和帮扶机制，坚决防
止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通
过持续发展壮大扶贫产业，促
进村民稳定增收，还要持续做
好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
持续改善脱贫地区发展条件。

按照规划，攀枝花将推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抓好乡村振兴
示范创建。

攀枝花还将充分挖掘、保
护乡村历史和文脉，改造提升
传统民居、老旧院落，打造一
批原山原水、古色古香、宜居
宜业、留得住乡愁的特色乡
村，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
住，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承下
去。攀枝花的乡村振兴美丽
画卷，正在展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徐湘东 席秦岭肖洋

曾经的贫困之地，如今的芒果之乡。图为脱贫户陈碧江在采摘芒果。

孔靖雪（右）了解群众最关切的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徐湘东 席秦岭 肖洋
图据攀枝花市扶贫开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