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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帽”不摘责任，目
前，遂宁市安居区围绕打
造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
业带重要极核目标定位，
做实镇村两项改革“后半
篇”文章，推动乡村振兴和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
好现代农业强市排头兵。

王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虎

遂宁市安居区位于四川盆
地中部，总人口 81 万。2014
年，该区共有贫困村82个、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58079人，贫困村
集中分布在全区12个乡镇边
远落后、旱片死角和水库淹没
三大区域，是遂宁市脱贫攻坚
任务最重的区县。

在确保每个贫困村有1名
责任领导、1个帮扶单位、1名
驻村“第一书记”、1个驻村工作
队、1名驻村农技员和1个帮扶
企业、1名金融村官的“5+2”帮
扶力量基础上，按照“一贫困村
一法治村官”的格局，为82个贫
困村配备了“法治村官”，着力
构建起“5+3”帮扶大格局。截
至2020年底，安居区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摘帽”不摘责任，目前，安居
区围绕打造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
业带重要极核目标定位，做实镇
村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推动
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当好现代农业强市排头兵。

精锐出征尽锐出战
圆满交出群众满意的“脱贫答卷”

2014 年 ，按 国 家 统 一 标
准，安居区共识别贫困村 82

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8079
人。其中，贫困人口“插花”分
布在全区 23 个乡镇（街道）、
484个行政村（社区）；贫困村集
中分布在边远落后、旱片死角
和水库淹没的三大区域。

为了全面落实82个贫困村
“五个一”帮扶力量、110 个 20
户以上非贫困村“三个一”帮扶
力量，安居区选派5622名干部
到村开展联系帮扶，分层分级分
项目开展扶贫干部培训1.23万
人次，全面提高干部帮扶能力，
实现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和
驻村工作队双覆盖，有脱贫攻
坚任务的非贫困村实现驻村

“第一书记”全覆盖；始终紧盯
“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硬指标不
动摇，算细账、抓重点，推动脱贫
政策精准到村到户到人，确保脱
贫质量更高、成色更足。

截至2020年底，安居区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完成，贫
困发生率从 7.8%下降为 0，82
个贫困村达到“一低五有”的退
出标准，贫困群众年人均纯收
入由2014年的2582.05元增长

到 9645.03 元，增长 3.7 倍，年
均增长54.7%。人民生活水平、
民风民俗、村容村貌等大幅提
高，群众对整个脱贫攻坚以及
帮扶干部的满意度达到100%，
在全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
均取得较好成绩，位居遂宁市
前列。

真抓实干创新巧干
“两项改革”让“终点”变“起点”

“十四五”时期是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的关键期，也是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期。

为了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篇大
文章，安居区围绕打造成渝现
代高效特色农业带重要极核目
标定位，做实镇村两项改革“后
半篇”文章，推动乡村振兴和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好现代
农业强市排头兵。

聚焦资源整合，安居区将
“两项改革”作为全区党政“一
把手”工程，坚持顺向调整，推
动地理版图、产业布局、机构编
制、队伍结构“四个优化”。

聚焦产业支撑，安居区抢
抓建设成渝现代特色高效农业
带机遇，坚持把“好的做多、多
的做好”，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
业，加快从农业大区向农业强
区的转变。2020年，该区实现

粮 食 总 产 40.02 万 吨 ，增 长
0.8%，增速排遂宁市第一名，获
全省粮食生产“丰收杯”奖；全
年出栏生猪 81.7 万头，出栏量
排遂宁市第一名。推动农业产
业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建成五
大特色农业基地 80 万亩，“安
居沙田柚”获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获全省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示范区。

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围
绕建设“中国沼气能源革命第
一村”，安居区加快推进安居区
常理镇海龙村乡村振兴试点，
中国沼气博览园等 10 个项目
全面竣工。聚焦社会治理，创
新破难夯实底部基础。不断拓
展改革外延，丰富改革内涵，激
活了乡村治理的“一池春水”，
安居区被评为 2020 年度全省
农村改革工作先进县。

下一步，安居区将对标落
实省市两项改革“后半篇”“四
大任务”，认真学习借鉴好做
法、好经验，埋头苦干、真抓实
干、创新巧干，坚决写好两项改
革“后半篇”文章，切实把改革
成果转化为发展红利和治理实
效，全力争创全省县域经济发
展先进县、全省乡村振兴先进
县，为遂宁加快建设成渝发展
主轴绿色经济强市贡献更多安
居力量。

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广福村新村建设。

引进业主谋产业发展

2020年12月31日，在岳池
县龙孔镇三王庙村青脆李产业
基地，三王庙村“第一书记”周绍
强正带着村民们给李树施肥。

虽然三王庙村已于 2017
年实现了脱贫摘帽，但是该村
继续发动乡友回乡创业，于
2020年新种植了600多亩青脆
李，预计2021年见收益。

发动乡友回乡创业，以前
是岳池推动脱贫攻坚的重要举
措之一，现在又成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岳池打造 100 个
“脱贫奔康产业园”，发展粮油、
蔬菜、藤椒、中药材等产业。实

施“雁归工程”，计划 5 年回引
1000 名以上优秀农民工回乡
创业。

田园旅游促乡村振兴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小长
假，让岳池农家文化旅游园区
又“火”了一把。

2014 年，岳池县全面吹响
精准脱贫的号角。白庙镇从瞿
家店村开始，建新村、种荷花。
村民在一年一度的“荷花节”中
尝到甜头。

现在，岳池农家文化旅游
园区以郑家村为核心，辐射带
动了白庙、九龙、北城3个乡镇
10个村连片发展。从时尚的房

车营地、帐篷酒店、稻田酒店，
到别具一格的竹山曲苑、东邻
西舍，岳池农家文化旅游园区
将陆游的“诗与远方”展现在了
岳池大地上。目前，园区已经
成为国家4A级景区。

助扶贫攻坚，促乡村振兴，
农旅融合功不可没。近年来，
岳池县打造旅游扶贫示范村，
培育民宿达标户和乡村旅游合
作社，鼓励乡镇举办“一镇一
节”特色活动，已成功举办白庙
樱花节、荷花节，排楼李花节，
大石银城花海节……带动了农
村群众致富增收。

朱俊吉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汪仁洪

“搬石头、填方填土……”
4 月 8 日，广安市岳池县天平
镇李家坝村4组村民宋质银、
宋质成兄弟铆足干劲，在公路
施工现场义务劳动。

3 月中旬前，他们心中有
怨言，现在却主动参加义务劳
动。原因何在？

事情还得从 2 月 26 日的
一次“村头问政坝坝会”说起。

“我们组到主公路有300
米‘断头路’，赶场只有绕着
走，要多走 6 公里，不方便！”
当时，天平镇纪委书记邓勇到
李家坝村 4 组院坝会上收集
问题线索时，宋质银直嘀咕。

邓勇等立即到现场调研，
制定解决方案……3 月中旬，
这条连接主公路的‘断头路’
动工了。宋质银、宋质成兄弟
一有时间就来义务劳动。

李家坝村党支部书记李
自军说，新修的公路虽然只有

300 多米长，但它是一条“民
心路”，它将李家坝村与秦家
垭村和垭口村3个村6个组相
连，沿线800多人受益。

“村头问政坝坝会”还为
李家坝村的公路解决了一个
问题。

李家坝村 3 组的公路 3.5
米宽，道路窄、弯道多，会车成
为一件考手艺的事情。

2 月 5 日，在李家坝村“村
头问政坝坝会”上，村民雷红军

“一吐为快”：这条路太窄了，会
车不方便，遇到过年过节更是
恼火，还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随即，该村立即将群众诉
求上报党委政府。党委政府积
极与县交通局协调，争取到路面
窄道加宽项目资金37.8万元。

如今，李家坝村已完成公
路窄道加宽5公里，修建会车
道 20 余处，彻底改变了会车
难问题。

数据显示，自 2020 年 7
月“人民阅卷·广安行动”开展
以来，岳池县各乡镇（街道）开
展“面对面”接访189次，开展

“街头问政”195次，各村开展
“村头问政坝坝会”1107 次，
共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10872件，增强了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周发俊 蒋梦云 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 汪仁洪邓勇检查道路工程质量。

岳池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村头问政坝坝会”筑成“民心路”

2019 年 4 月，广安
市岳池县正式退出贫困
县序列，10月成功实现
全域全员脱贫。

脱 贫 摘 帽 不 是 终
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
的起点。实现全域全员
脱贫的岳池县，马不停
蹄踏上乡村振兴之路。
引进业主谋产业发展、开
发田园搞休闲旅游，既谋
眼前又利长远，岳池县

“农旅融合”为脱贫攻坚
解困破难之后，又去为乡
村振兴筑基铺路了。

岳池田园风光。

遂宁市安居区：

“摘帽”不摘责任 让脱贫“终点”变振兴起点

四川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