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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墙黛瓦的川东民居风格，家家户户
的微田园，错落有致的新房，犹如一颗颗明
珠，散落在青山绿水之间。在渠县，一处处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已成为点缀宕
渠大地的亮丽风景。

这是贫困群众住上好房的梦想之地。
黄花、柠檬、花椒、核桃、柑桔……从传

统迈向现代化，从单一走向丰富，从零星步
入规模，依托“5+1”特色农业产业，因村施
策，科学布局，精准扶贫，渠县风生水起。

这是贫困群众脱贫奔康的起跑之处。
聚焦130个贫困村退出、143802人减

贫、30760人易地搬迁目标，渠县念兹在
兹、唯此为大，强力推进脱贫攻坚。2016
年，该县19个贫困村顺利“摘帽”、2.088万
人顺利减贫，完成了2415户6621人易地扶
贫搬迁工作；2017年1—8月，完成减贫
5988户18420人，完成易地扶贫搬迁3056
户9077人。

下足绣花功夫，用尽洪荒之力。在渠
县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上，脱贫攻坚
已催生出亮丽纷呈的“民生之花”，铺设出
繁花似锦的脱贫奔康之路……

易地搬迁：让群众住上好房子

渠县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坚持“三
管齐下、三个配套、三治齐推”，统筹解决项
目推进、生活宜居、稳定脱贫、风气形成等
问题，探索出易地扶贫搬迁的“渠县模式”。

——坚持“三管齐下”，建设百年工
程。一是严格管规划，力促“两避开”、“五
靠近”，一个安置点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实
现一次搬迁、终身受益。同时，集中安置与
分散安置同步推进，2017年在58个贫困村
规划建设了64个集中安置点。二是严格
管程序。严把进入程序关，对确定符合条
件的一个不漏、不符合条件的一个不进。

严把建设程序关，逗硬落实“项目四制”要
求，坚持“模式民选、队伍民招、建设民
管”。三是严格管“四线”，严守政策“红
线”、质量“高线”、安全“底线”、资金管理

“高压线”，确保群众搬得出、放心住。
——坚持“三个配套”，打造宜居环境。

在基础设施配套上，去年以来，渠县共整合
资金11.7亿元，完成道路硬化152.9公里，新
建广电网络18公里、生活广场60个，实现
路、水、电、网络全覆盖；在公共服务配套上，
在20个集中安置点建成面积达300平米的
党群服务中心，合理布局党员教育、党群议
事、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1+N”服务功能，
全面推行“互联网+党建”模式，积极推广手
机APP便民服务；在环保措施配套上，大力
发展种植养殖循环经济，采取“户集、村收”
模式，集中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生活垃圾，聚
居点全面实现雨污分流、安装太阳能路灯，
引导群众绿色生活。

——坚持“三治齐推”，健全治理体
系。一是健全制度强自治，在集中安置点
召开群众大会，成立村民自治小组，合理划
分自治网格，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约束、自我提高。二是搭建平台强
参治。全覆盖开展“政策大宣讲、群众大走
访”和“法治乡村行”，选派43名司法干部
担任安置点法律顾问。创新开展“纪检院
坝行”，200余名县乡机关纪检干部常态进
村入院，听民声、讲政策、治蝇腐。三是协
调各方强共治。依托网络微信、手机微信、
代办服务平台及时发布公共信息，全力推
进党务、村务、财务和服务“四务公开”，让
群众管住事、当好家。

发展产业：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清溪的黄花、渠南的柠檬、拱市的花
椒、屏西的核桃、三板的柑桔……放眼渠县
的贫困村社，一个个特色化、品牌化、规模
化的产业正在精准布局，落地生根，撑起贫
困群众放心发展、脱贫奔康的希望，总结出
了脱贫攻坚的“渠县经验”。

为让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变“短期解
困”为“长远无忧”，渠县兜好底子，找准路
子，坚持“三业并举”，加大产业扶贫力度，
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一是发展特色产业，
依托全县“5+1”特色农业产业，推行“龙头
企业带动”、“返乡创业带动”、“工商资本带
动”、“社会服务带动”、“农旅融合带动”的
产业发展模式，建立健全利益联接机制。
去年以来，围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连片
发展特色产业2万余亩，新建现代畜牧业
养殖小区10余个。全县引进龙头企业，发
展花椒、柠檬、核桃产业15万亩，推动碧瑶
庄园、賨人谷等农旅产业不断升级，持续叠
加贫困户受益。二是帮助上岗就业，加大
就业扶贫力度，开发481个村组公益性岗
位；依托“宕渠护工”品牌，向北、上、广等地
输送家政人员2000余人，人均创收3.8万
元；深化“万企帮万村”活动，引导邦基国
际、乐仕达电子等龙头企业建立“生态扶贫
车间”19个，3000余名贫困群众实现就近
就业，人均年收入2万元。三是扶持自主
创业，制定并出台了鼓励支持自主创业的
实施意见，建立9800万元的扶贫小额信
贷、产业扶贫周转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
贷金，今年已发放2.6亿元，扶持有条件的
贫困户自主创业，已有2.3万人发展了种养
殖业，1500余人开办了农家乐、农家店。

与此同时，渠县及时将476户1011个
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员纳入低保范围，实现
低保线和贫困线“两线”合一。每年筹集专
项基金500万元，用于贫困人口看病就医报
账的再补充。精准对接国扶子系统，全面
落实资助政策，保障了3874名贫困生无一
人因贫辍学。

素质培养：让群众养成好习惯

乡村大喇叭、坝坝讲坛、农民夜校……
树新风正气，强激情斗志。在渠县，通过群
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语言，一场“养成
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素质提升培训正全
面展开，这也加快了“六个一”爱心扶贫公
益活动、“天下渠商”助力脱贫攻坚的回引，
形成了脱贫攻坚的“渠县特色”。

为引导群众自觉摒除陋习，养成生活
好习惯，渠县坚持“三气贯通”，依托130个
贫困村大喇叭、539所农民夜校，开展坝坝
讲坛，常态开展法律、科教、文化卫生等大
宣教，引导群众带头当好“政策明白人、致
富领路人、风气引领人”，增强脱贫奔康的
志气和底气，夯实“四好”村创建基础。一
是示范引领“提志气”，深入实施基础党建

“463”工程，打造“四好”班子、锤炼“六好”
支部、培育“三带”党员，组建173个宣讲团
（队），宣讲扶贫惠民政策，激发群众自愿搬
迁、主动脱贫的激情和斗志。二是技能培
训“壮底气”，统筹县农民夜校、电商中心等
资源，开展种植养殖、电子商务等技能培训
3万余人次，让群众既“富口袋”又“富脑
袋”。三是系列活动“扬正气”，深入开展

“家训家风美、家和万事兴”主题教育和“十
星级文明户”创建评选活动，引导群众养成
好习惯、形成好风气，去年成功创建省级

“四好村”10个。
脱贫攻坚工作中，渠县15350名干部与

贫困户“结队认亲”，对706名贫困儿童开展
爱心帮扶，为6.7万名贫困群众圆梦“微心
愿”。“六个一”爱心扶贫公益活动接受社会
捐助6.3亿元，修路215公里，建桥4座，建
房39户，建山坪塘87口，统筹14个对口援
建单位，累计落实帮扶项目39个、资金2.12
亿元。2万余名乡友进入农业农村，对接贫
困村、贫困户，投资项目140个、资金48.1亿
元……

奋战脱贫攻坚，渠县战鼓正酣，脚步正
疾！

�特约记者 杨东�

交通崛起，见证着渠县之变，昭示着全县上下干
字当头，努力实现“幸福美丽新渠县”的奋斗历程。

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渠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历
史底蕴和资源优势，“中国黄花之乡”、“中国汉阙之
乡”、“中国竹编艺术之乡”、“中国诗歌之乡”……一
张张名片享誉全国。如何将这些优势转化为经济社
会腾飞的持久动力，大力发展交通势在必行。

“坚持交通先行，全力构建‘一环四横四纵六联’
交通网络，切入成渝经济区发展‘快车道’。”在中共
渠县第十三届二次党代会上，发展“大交通”被明确
为渠县未来发展的“五大主攻方向”之一。

升级道路：布好发展“大棋局”

近年来，到渠县投资兴业的外地客商络绎不
绝。“渠县县乡公路四通八达，为我们企业长远发展
打好了铺垫”，在渠投资的邦基服饰负责人介绍说，
交通环境的改变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借助这一条
件，公司已经在五个乡镇建起了生产车间，并将继续
在更多乡村增加生产点，吸引更多剩余劳动力就近
务工，壮大公司规模。

布局在李馥乡凤凰村的万隆景绣花椒产业园，
是目前渠县最大的现代农业园区之一。登高远眺，
此起彼伏的群山中，一条条宽阔平整的水泥路绵延
互通，犹如镶嵌在巍巍山岭的白玉带。鲜为人知的
是，两年前这里还是一派落后闭塞的景象，不通公
路，村民外出只能依靠步行。“做梦也没想到会有汽
车开过家门，公路通了，家里种的蔬菜也能卖到街上
了。”说到出行条件的改变，在大山坳里生活了七十
多年的杨大爷激动得热泪盈眶。两年时间，凤凰村
花椒产业园内共硬化水泥路近200公里，穷山村的
落后面貌从此改写，而这，仅仅是渠县乡村道路建设
的一个缩影。

在大力发展农村公路建设的同时，渠县城区交
通环境更是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改变。

渠县城区毗邻渠江，历年来洪灾频发，从2012
年起，“渠江东岸、西岸，南城、北城及东城延伸
线”五条“救灾生命通道”在渠江两岸先后打通，
结束了城区近30万群众汛期被洪水围困的历史，
这五条升级拓宽的“救灾通道”也从此成为了代表
渠县城市形象的景观大道，成为了方便群众出行的
幸福大道。

“生命通道采用双向八车道设计，道路平均宽约
25米。两旁配套建有人行道，并建有景观绿化带，
供渠城市民休闲健身。”渠县住建局代建办负责人李
尚桃介绍说，这五条生命通道分别和渠江、流江河

“两江四岸”生态滨江走廊相连接，共同构成了渠县
城区交通主框架。

据了解，2017年1-6月，渠县县乡道路改造规划
建设1019公里，计划投入资金10.8亿元，目前已完
成改造625.5公里，涉及项目资金7.12亿元。其中，
黄花大道、渠县火车站快速通道、临賨快速通道等涉
及群众公共出行的重点项目正加快推进。

联通高速：铺就发展“黄金路”

今年五月，全市政协“企业帮村，委员帮户”工作
推进会在渠县如期举行。实地考察期间，一条新路
线方案让各地政协委员们对渠县交通格局有了全新
的认识。当天，与会代表乘车从南大梁高速经营山
县望龙枢纽转巴广渝高速，最后到达宋家乡硕源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这趟“高速之旅”看似南辕北辙，但
却比走县乡公路节约了近20分钟车程。在这个惜
时如金的时代，这样的改变无疑是交通发展带来的
巨大便利。

“通过高速公路，我们基地种植的各类优质水果
能够更快捷地运送到全国各地，这样既保证了水果
美味新鲜，又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有了
便捷的交通作保障，硕源农业发展公司负责人罗兵
难掩心中的喜悦。

2016年底，南大梁高速公路全线贯通，渠县东至
成都、南达重庆高速通道全部打通，以往到成都5个
多小时的车程缩减了近一半，而经达渝高速到重庆
则仅需两个小时。高速互通配合襄渝、达成铁路以
及即将改造升级的渠江航道，渠县发挥成渝经济区

“纽带”的作用日益凸显。
不仅如此，“十三五”期间，渠县还将加快推进营

达高速及9条高速互通连接线建设，畅通8条出境通
道，真正实现县域境内高速互通全覆盖，为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铺就了发展“黄金路”。

内联外畅：插上发展“腾飞翼”

按照《十三五交通发展规划》，未来五年内，

渠县将加快推进渠江航道升级改造工程，全力配合
建设风洞子航电枢纽。同时启动巴河石梯至三汇航
运工程，重建南阳滩、舵石鼓老旧船闸，规划建设
6个客货运作业区，改建公益性渡口、乡镇客运码
头、现有战备码头。重点整治流江河、桂溪河、中
滩河等渠江干流河道，推进铁路、公路、水路联运
发展，开辟渠县货物贸易连接“长江经济带”的水

运大通道。
航空出行方面，“十三五”期间，渠县计划修建到

重庆江北机场、南充机场、达州机场的快速通道，以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航空出行需求。渠县交通
运输局局长申清勇告诉记者，“目前，渠县正计划利
用作为全省农产品主产区县的优势，启动通用机场
建设工作，进一步满足抢险救灾、医疗救助和工农林

生产应用需求，完善本地公路、铁路、航空联运体系，
全力构建“水、陆、空”立体交通运输网络。”

通衢大道在大地上延伸,内联外畅的交通网络
也无疑为渠县插上了发展腾飞之“翼”，将书写出“幸
福美丽新渠县”的精彩篇章！

�简朝龙�

从办好“十件大事”到努力解决看病贵、
就学难，从不断改善居住条件到稳定和扩大
就业，从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到打
赢脱贫奔康攻坚战……近年来，渠县县委、
县政府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随着一条
条利民措施的出台，一项项惠民政策的落
实，一批批民生项目的落地，全县人民的生
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不断提升，渠县交出了一
份圆满的“民生答卷”。

惠民政策：筑牢“民生底线”

“自从实施药品零差价销售后，我每月
可少支出300多元。”贵福镇村民赵小华说，
因患病他每月仅药费就需支出1000多元。
通过享受新农合、大病救助等各种惠民政
策，加之实施药品零差价销售带来的好处，
让他感受到，党的惠民政策太暖人心了！

其实，这只是渠县落实惠民政策、筑牢
“民生底线”的一个缩影。

为让民生保障更加有力，渠县坚持“底
线思维”、“兜底理念”，织密民生“保障网”，
充分保障全县各类困难群体生活。截止今
年6月，渠县将9557户14726名城市困难群
众纳入城市低保，支出城市低保金2577.1万
元；将44287户68366名农村困难群众纳入
农村低保，支出农村低保金6457.5万元；医
疗救助93867人次2696.74万元，为14002名
困难残疾群众发放困难生活补贴金659余
万元……

同时，为体现公平公正，渠县还启动了
“低保清零”重新评定工作，实行“出院即报
制”、“限时办结制”和“省内县外就医出院及
时结算制”等各种便民利民措施，让人民群
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民生实事：“编织”幸福生活

“要不是政府帮助，我哪能找到这样一
份稳定的工作啊！”今年53岁的蒲林安曾是
天星镇一名下岗职工，因年纪大、身体差，找
工作多次无果。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在社
区帮助下，他成为了一名城市协管员，解决
了无生活收入来源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2016年，渠县城镇
新增就业6323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500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533人，青年
劳动者技能培训2379人，为123名高校毕业
生发放创业补贴123万元，开发451个城镇
公益性岗位，发放岗位补贴资金649万元
……

住房是民生之要。截至去年底，渠县完
成棚户区改造投资10.62亿元，建成保障性
住房3599套。同时，开工建设农村危房改
造1829户，扎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完
成了2415户6621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教育是民生之基。在全面落实义务教
育“两免一补”普惠政策的同时，渠县全力做
好贫困学生教育资助工作，资助金额达1亿
余元。同时，分五年梯次推进学校的新建、
迁建、合并工作，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推进教
育均衡发展，彻底化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大班额”问题。
抓好民生工程，办好民生实事。数据显

示，2016年，渠县全年民生支出37.7亿元，
占公共财政支出的70%。

民生工程：提升“幸福指数”

每天早晚，家住渠城东区70多岁的唐
志辉老人都习惯于到渠江东岸生态滨江走
廊转一转。“滨江走廊不但修得好，而且绿化
又好，大家都喜欢早晚到这里休闲锻炼。”在
渠县，发出这样感叹的不只是唐志辉老人。

近年来，渠县加速建设一系列民生工
程，让全县人民生活越过越踏实、越过越幸
福，“幸福指数”越来越高。而今，随着渠江
三桥竣工通车、渠江东岸生态滨江走廊全面
建成，渠江四桥、黄花大道、文峰山公园、八
濛山公园、流江河北岸生态滨江走廊等民生
工程的加快建设，渠城正展开美丽嬗变……

据统计，截止去年底，渠县新增城市绿
地27.6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39.2%，公
园在城市之中、城市在公园之中的格局正逐
渐形成……

盘点渠县的民生工作，既在一份份文件
里可圈可点，也在城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上精
彩呈现，更生动写照在老百姓一张张满意的
笑脸上。办好“十件大事”，抓好民生工程，
让百姓过上更加殷实、更有保障、更有尊严
的幸福生活，渠县正翻开“民生答卷”的新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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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大交通”铺就发展“黄金路”

“民生答卷”的渠县篇章

俯瞰渠城

渠县板桥乡新塘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南大梁高速公路渠县互通进出口通道

渠南乡大山村万亩柑桔柠檬基地 市民幸福感油然而生

县委书记苟小莉（中）实地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县委副书记、县长王飞虎（左三）与贫困户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