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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4271平方公里的宣汉大地
上，300多名政协委员在国家新一轮脱贫攻坚
战役中，广泛参与到“我为扶贫攻坚做件事”
活动中，结对帮扶609个精准贫困户，发展特
色产业30余项，协调各类项目55个、涉及资
金2500多万元，资助贫困户子女上学200余
人，帮助贫困户就业500余人，办好事实事
2100余件，开展农业技术培训30余场次，捐
款捐物合计550万元。

面对政协人在脱贫攻坚中做出的可喜成
绩，宣汉县政协主席徐代琼高兴地说：“政协工
作就是要紧紧围绕中心，叫响履职为民，党的工
作推进到哪里，委员履职就要跟进到哪里，件件
关系民生，事事体现民情。”

回望2016，政协人携手共进，神采
飞扬

亮点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助推
发展更加有为

把紧扣中心协商议政作为要务。紧紧围绕
全县发展目标与中心工作开展多层协商，召开
全体会议2次。围绕精准扶贫、县域企业发展、
招商引资引智等重大课题提出意见建议150余
条。召开常委会议4次，就巴山大峡谷旅游扶
贫开发、农产品质量安全、整合项目资金、严格
农业执法监管、八台山至巴山大峡谷旅游快速
通道等建议，得到各级重视，实现了履职成果的
有效转化。

把调研视察建言献策作为课题。围绕全县
重点工作，就城市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乡友回
乡创业、工业园区建设等开展视察调研12次。

围绕宣汉副中心、白岩滩水库、土溪口水库等重
点工程建设，组织市县政协委员开展重点视察，
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促进了相关工
作的开展。

把参与助推项目建设作为抓手。主动参与
到巴山大峡谷综合开发建设、罗家坝遗址保护
与利用、渔禅寺公园建设、张家坝棚户区改造等
重点建设项目中，促进了各项重点工程加快推
进。成功引进3个项目落地巴山大峡谷，初步
完成罗家坝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基本完成渔禅
寺公园建设涉及的企业改制与相关拆迁工作，
顺利推进张家坝棚户区改造。

亮点二：创新形式，积极作为，民主
监督更加有力

一是强化提案办理监督。为确保重点提案
办理质量，严格落实主席、副主席挂包重点提案
制度，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提案督办活动20
次，全年提案办复率达到100%。二是注重社情
民意监督。健全完善了社情民意征集、编辑、报
送、反馈制度，编发《社情民意》信息11篇，市政
协采用转发4篇，县委、县政府采纳5篇。三是
组织专项民主监督。开展民主评议县商务局工
作，促进了商贸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召开“市民
共话林业生态建设”主席约谈会，组织委员和市
民代表深入峨城竹海、五马林场、观音山森林公
园，就林业生态保护工作进行视察调研和出谋
划策。

亮点三：关注民生，增进团结，社会
合力更加凝聚

大力实施惠民行动。由县政协主席会成员

带队，组织相关界别委员开展了“公民道德讲堂
进社区、脱贫攻坚讲堂进院坝、法律知识讲堂进
学校”委员讲堂活动，开展专题讲座8场、义诊
活动3次，向贫困学生捐赠学习书籍500册，发
放物品、慰问金20余万元。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主席会成员带头投身
脱贫攻坚主战场，加强对联系的35个建卡贫困
村的指导和督促，10个建卡贫困村实现脱贫摘
帽。派驻3名机关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机关
26名干部职工分别帮扶1至2户贫困户，为新
华大洞村、厂溪老林村、石铁老坝村争取基础设
施项目15个，协调资金300余万元，发展特色
产业6个。

深入开展支乡联谊。成立了宣汉智力支乡
联谊会成都、海南分会。成功举办首次回乡乡
友迎春恳谈会。在北京召开了以“发挥优势、
凝聚力量、携手并进、建设宣汉”为主题的智
力支乡联谊工作经验交流会。建立了“宣汉乡
友”微信群，乡友队伍达到4000余人。汇编
了“乡友建言资料册”。建立了“回乡创业人
员资料库”，采访了50名回乡乡友的创业事
迹，编印出版了《梦想，在希望的田野绽放》
大型画册。通过乡友回引资金超过10亿元。
在外乡友的80多个单位和个人与偏远学校、
贫困学生、贫困家庭、残疾人结为帮扶对子。
在外乡友回到家乡从事种植、养殖、加工、乡
村旅游等项目达到600多个，工商资本投向现
代农业的资金超过100亿元，带动农民增收超
过10亿元。

亮点四：健全机制，激发活力，自身
形象更加彰显

修改了《政协宣汉县委员会工作规则》等9
项工作制度，完善了《政协宣汉县委员会委员履
职管理办法》，出台了《政协委员退出机制暂行
规定》、《关于严肃县政协常委会议纪律的规定》
等制度。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
专题学习会13次，查摆问题14个，确定整改措
施10项。编辑出版了文史专辑《巴人纵横——
宣汉上下五千年》。在市级以上报刊、网站发表
稿件50余篇，被省、市政协表彰为新闻宣传工
作先进单位。

展望2017，政协人不忘初心，再创
辉煌

2017年，是宣汉转型发展突破之年、脱贫
攻坚推进之年，宣汉县政协将紧紧围绕“建成繁
荣美丽新宣汉”总体目标，为助推宣汉转型发展
贡献力量。将从四个方面再创辉煌。

——突出履职重心，在推动改革发展中建
功立业。按照县委既定方向，紧盯发展定位，围
绕中心建言；针对农村电子商务、新农合工作等
课题深入调研；召开市民共话“舌尖上的安全”
主席约谈会；开展民主评议教育科技工作；对全
县牛产业发展情况进行重点视察；对提案办理
实施跟踪问效。

——紧贴民生民情，在建设小康社会中展
现作为。持续关注教育、文化、医疗、交通、养
老、就业等重大问题，及时反映群众愿望和呼
声。组织开展助学、助残、助老等公益活动。深
入推进“委员讲堂进基层”活动。扎实开展“我
为扶贫攻坚做件事”主题活动。

——把握工作主题，在促进团结民主中增
加合力。充分发挥智力支乡联谊会作用，适时
成立浙江、云南分会；编印出版宣汉籍在外乡友
创新创业画册；组织开展宣商回引活动，开好返
乡乡友代表迎春座谈会；开展“企业界委员互
访”活动。

——不断开拓进取，在强化自身建设中提
升形象。坚持和完善党组中心组、主席会议、常
委会议、委员小组会议学习制度，把全体委员的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助推改革发展上来。健全完
善专委会工作制度，切实提升专委会工作水
平。开展界别委员小组学习和调研视察、民主
监督活动，提高委员议政建言的能力。

□张崇耀

凝心聚力 撸起袖子 为建成繁荣美丽新宣汉贡献力量
——宣汉县政协2016年工作回顾暨2017年工作展望

县政协主席徐代琼带领主席会成员在土溪口水库开展调研视察活动县委书记唐廷教调研回乡乡友企业发展情况 县委副书记、县长冯永刚调研回乡乡友产业发展情况

宣汉县十二届五次党代会以来，按照“大旅
游、大景区、大产业、大集聚”思路，宣汉县大力
实施“全域旅游”战略，以巴山大峡谷景区旅游
扶贫开发项目作为“全域旅游”战略的“龙头景
区”，建景区、靓形象、优服务、树品牌，走出了一
条“龙头景区带动发展、乡村景区立体发展、产
村农旅融合发展”的全域旅游战略发展新路
子。2016年，宣汉县荣获“四川省旅游区县十
强”，列入第二批“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
位，巴山大峡谷和国家森林公园峨城山景区成
功创建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马渡关石
林、香炉山、庙安花果山、茶河圣水桃园成功创
建成为国家AAA级景区，红三十三军纪念馆
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全县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31%。这些
成绩的取得，都源于近年来宣汉县坚持把旅游
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方式、实现脱贫致
富的主导产业；以及深入实施“全域旅游”战略，
着力以开发促产业助增收，成功探索出一条

“开发促产业、旅游带脱贫”的山区旅游脱贫新
路，加快形成了多点多极、竞相跨越的发展格
局。如今，行走在宣汉大地，处处皆景美如画，
画中穿梭醉游人。

创新转型，旅游扶贫脱贫奔康
宣汉县坚持大力实施“开发扶贫”、“全域旅

游”战略，努力探索形成“以旅游开发带动扶贫
攻坚”的脱贫路径，积极实践“景区带动型、乡村

旅游带动型、旅游商品开发带动型”旅游扶贫模
式，把贫困发生率和返贫率最高的巴山大峡谷
片区作为全县旅游扶贫的“头号工程”，依托大
巴山生态资源，深入挖掘巴人文化，通过创建国
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国家
旅游度假区为抓手，开创“农旅结合、文旅互动、
产村相融”的特色扶贫之路，切实让景区产业强
起来、乡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打造县域经济
增长高地。

为全面推动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综合开
发，县委书记唐廷教，县委副书记、县长冯永刚
多次深入巴山大峡谷调研。每个月召开一次涉
及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综合开发的专题办公
会。还成立了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工作领导小
组及景区建设指挥部、组建国资巴山大峡谷旅
游开发公司、设置巴山大峡谷景区管理所，明确
景区开发、产业扶贫一盘棋的工作思路，形成

“党政主导、部门牵头、企业主体、整体联动、多
元参与”的旅游扶贫工作新机制。高规格编制
了《巴山大峡谷旅游总体规划暨重要节点修详
规划》、《巴山大峡谷特色产业扶贫规划》等多项
规划。依托“巴文化”和“中国巴山大峡谷”品牌
战略，围绕“上观岭脊峰丛、中赏峡谷万壑、底详
凝湖丽质”的空间定位，规划建设溪口湖生态风
光区、桃溪谷体验度假区、罗盘顶养生养心区、
巴人谷民俗体验区四大旅游板块，着力打造中
国最大的脊峰观景平台、中国最生态的巴文化
体验区、四川最大的滑雪场等旅游产品。

宣汉县拥有“雄山奇水、人文厚重”的资源
优势，按照“各具风情、功能互补、差异发展”的
总体思路，将全县划分为东北部生态休闲度假
旅游片区、中部乡村观光旅游片区、西部生态文
化旅游片区、南部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片区“四大
旅游扶贫片区”，将80%以上的贫困村纳入全县
旅游景点进行谋划布局，旅游扶贫的大格局已
现雏形。并坚持“打造一个景区、带动一批产
业、活跃一带经济、实现一方脱贫”的思路，针对
东北部山区贫困人口多、贫困区域十分集中、贫
困程度最深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该地区大巴
山国家级地质公园和全省唯一的土家族聚居区
优势，概算投资100亿元集中布局实施巴山大

峡谷旅游扶贫综合开发项目。
同时，多点发力，培育致富新动力。按照

“依托乡村建景区、围绕产业兴旅游”的发展思
路，以点带面、连线成片，示范带动核心区及周
边群众发展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和休闲农业等
乡村旅游新业态，推动核心区农户户均增收
20000元以上，真正变穷区为景区，变景区为富
区。

辐射带动，旅游扶贫成效显著
按照“打造一个景区、带动一批产业、活跃

一带经济、实现一方脱贫”的思路，针对北部山
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的问题，布局实施了
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综合开发项目，通过3至5
年时间建成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成为县域经
济新兴增长极，带动东北部片区9万人脱贫。
统筹提档升级打造洋烈水乡等6个国家AAAA
级景区、庙安花果田园等15个AAA级景区，以
点连线、连线成片，把多点的景区打造成乡村旅
游示范点和区域经济核心增长极，实现一个地
区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按照乡村旅游景区化、产业化发展思路，重
点培育发展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和休闲农业等
新业态，通过典型带动全县乡村旅游精准扶
贫。目前，成功打造明月荷塘月色、庙安花果
山、下八米岩花海、马渡腊梅园、茶河圣水桃园
等农旅结合示范典型，建成民宿旅游达标户
100余家，带动近2000余名贫困群众直接参与
旅游就业创业，间接带动近1.5万名贫困群众增
收致富。

同时，积极引导群众提高市场意识，鼓励以
股份合作的方式从事乡村旅游，大力推广由合

作社统一规划、集中管理、
规模经营的“专合组织+基
地+农户”模式，广泛集聚
农村地区产业资源，促进
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约化
发展。积极探索农民土地
入股分红新模式，促进农
村旅游资源向农民资本转
化，实现业主与农户“双
赢”。

另外，持续实施能人
培育计划，着力把党员培
养成能人、把能人党员培
养成村干部、把能人村干
部培养成村党组织书记，
带领群众、依靠群众脱贫
致富，大力发挥“高山上的
领头雁”李永太、“全国最
美家庭户”符纯珍等全国

“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作用，带领
龙泉土家族乡黄连村、下八镇米岩村等地1300
余名群众通过土地入股分红、就近就业等方式，
实现户均增收1000元以上。积极推广由乡村
旅游协会和专业合作社统一规划、集中管理、规
模经营的“协会+专合组织+基地+农户”模式，
广泛集聚农村地区产业资源，将农村旅游资源
转化为农民资本，打造出了黄连新村、明月川东
莲乡、茶河圣水山庄等旅游典型，辐射带动周边
村民脱贫奔康。

示范引领，增强大集聚效应
宣汉县按照“一村一业、一村一品、一村一

景”的思路，深入实施“全域旅游”战略，坚持旅
游、幸福美丽新村规划“双规合一”，高起点、高
标准建设幸福美丽新村，推动“产、村、旅”融合，
着力提升贫困地区农民生产生活质量，实现更
高水平的脱贫攻坚。

据了解，宣汉县坚持一个幸福美丽新村就
是一个旅游景点，突出看得到田园风光、闻得到
瓜果菜香、记得住乡情乡愁，注重保护民俗特
色，保持农村生态，保有前庭后院。目前，龙泉
黄连村土家新寨、鸡唱坪村成为全国乡村旅游
扶贫试点村，洋烈新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模
范村、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开发，已开工建设景
区快速通道、景区内环线、通乡通村道路提升
350余公里，打造渡口特色风情旅游小镇，新建
土家新寨3处，实施移民搬迁5100余户、改造
群众住房1200余户；并将高标准配套完善用
水、用电、通信、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完
善旅游配套接待设施，增加民宿床位2000个。
同时，坚持基础围绕旅游建，将景区道路、供水、
医院等旅游设施建设与贫困村基础建设统筹规
划，积极推进城乡均质、景村共用的公共设施和
服务体系建设，有效破除贫困村基础设施瓶颈，
极大改善农村景区居民生活质量。

顺势推进的自然生态游、乡村田园风光游
和红色文化游，催生了新兴“电子商务经济”“演
艺经济”等，使全县旅游产业更加活跃，群众收
入稳步提高，就业覆盖率进一步扩大，对县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拉动和支撑起到了“双引擎”作
用。

另外，坚持“处处都是景区、人人都是形象”
理念，充分挖掘和保护以巴文化为核心的农耕
文化和地域文化，精心打造“薅草锣鼓”、马渡民
歌、土家婚俗表演等民俗文化节目，持续开展圣
水桃花节、庙安李花节等节庆活动，丰富景区精
神文化生活，提升景区群众文明素养。

□文/图 陈芝德 王兴寨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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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火的乡村旅游（王梦 摄）

宣汉县着力争创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

巴山大峡谷（张国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