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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再识别
夯实脱贫攻坚基础

“韩生旺，家有2口人，常年患病，劳动能
力差……”走进乐加乡柏林村3社韩生旺家，
挂在墙上的结对帮扶贫困户公示卡格外醒
目，家庭生产生活情况如何、帮扶干部是谁、
帮扶措施有哪些、脱贫年限是何时，公示卡
上一目了然。

建档立卡、贫困识别是精准脱贫最基础
的工作。2017 年初，三台县组织全县党员干
部对贫困户进行了清核比对“回头看”，在对
4 万多贫困人口“摸底”过程中，做到了贫困
底数、问题、对策、责任和任务“五清”，确保
识别对象“零差错”，信息录入“零误差”，切
实做到了户有卡、村有册、乡有簿、县有档。
通过贫困人口精准再识别，三台比对出贫困
人口数据信息6567条。

精准再识别，为脱贫攻坚打牢了坚实基
础。该县强力推动“春季攻势”“夏季战役”，
启动秋冬季“百日攻坚”，压实目标责任，挂
图作战，多次召开“五个一”“三个一”帮扶
工作专题推进会议，再安排再部署，深入开
展专项督查。扶贫干部进村入户、集结攻
坚，分类施策制定帮扶措施。修建村社道
路、整修塘库堰、拆除危旧土坯房、农网改

造提升……一件件惠民实事，办到了贫困群
众的心坎上。

为充实脱贫攻坚一线力量，该县还将党
建与脱贫工作结合起来，启动“万名干部进
农家”活动。全县 32 名县级领导、145 个县级
部门和全体党员干部联系指导所有贫困村
和贫困户，与贫困户同吃同住同劳动，采取

“看、问、讲、算、导”五步工作法，确保因户施
策帮扶到位，实现了所有行政村都有一个帮
扶工作队，所有贫困户都有一个帮扶责任人
的100%全覆盖。

同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开展“固本强基、能力提
升、效能风暴、清风三台”四大行动，建立了
66个“党群红色家园”示范点，全面实施党员
精准脱贫示范工程，助力脱贫攻坚。

产业强带动
增强持续造血功能

“三亩多地的青菜就有近 4000 元的收
入，跟着合作社干，脱贫致富有奔头。”近日，
在三台县玉林乡先锋村 8 社，正在菜地里清
除杂草的贫困户唐立林告诉笔者，今年他在
村合作社的引导下，发展蔬菜种植，收入是
以前的两倍。

在先锋村，像唐立林这样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还有128人。为落实精准脱贫政策，带动

贫困户稳定增收、按期脱贫，该村成立了种
植专业合作社，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15户入
社，预计每户人均年增收4000余元。

先锋村的变化，是三台县实施产业扶
贫，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缩影。近年来，该县
把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制定了

“3+2”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集中整合资源，致
力于发展麦冬、藤椒、生猪三大特色产业和
蔬菜、粮油两大基础产业，建立共计 1050 万
元的扶贫小额信贷风险基金，通过产业扶持
基金和“股权量化”“合作经营”等模式，引导
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相关产业。

针对南部深丘腹地乡镇贫困户经济薄
弱，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特点，三台县还启
动创新改革，大力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试点，通过一
个个专业合作社，让贫困户能从产业发展中
获得持续回报。

同时，采取“要素集聚+借鸡生蛋”产业
脱贫模式，引进龙头企业开展“公司+银行+
合作社+贫困户”的“金猪寄养”“金鸡代养”
试点。目前全县已发展代养场 6 个，带动 172
名贫困群众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

据了解，三台县已在贫困村累计发放扶
贫小额信贷 10850 万元，覆盖贫困户 11795
户。发展藤椒 10 万亩、麦冬 5.1 万亩、优质大
米 10 万亩，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248 个，打造
产业扶贫示范点 50 个。通过努力，退出贫困
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脱贫户人均纯收入均全

面达标，并具备了持续造血功能。

合力促攻坚
构建多方联动格局

为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三台县
积极构建多方联动的大扶贫格局。2017 年，
该县对 46 个贫困村的建设方案进行统一审
定，有效整合涉农项目资金，科学制定《三台
县 2017 年脱贫攻坚资金整合实施方案》，细
化道路、水利、环卫、农房改造、公共设施、产
业发展等分项计划，有效保障脱贫攻坚项目
资金投入，切实做到了“决不让一个贫困群
众在小康路上掉队。”

土坯房改建有序推进。全县拆除闲置土
坯房 23268 户、新建 6972 户，贫困群众危房
改造开工 1214 户、竣工 1196 户，实施易地扶
贫搬迁378户、竣工378户、入住378户。

基础设施日渐完善。通过农网改造和提
升，所有贫困村贫困户实现安全用电。开展
水质取样检测，46 个脱贫村全部合格。贫困
村村级卫生室、文化室全面达标，通讯网络
和广播电视网络全覆盖。新建村道 83 公里、
社道 108 公里，新建（整治）水利设施 322 处、
渠道78.5公里。

健康扶贫稳步推进。为全县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购买了大病医疗保险，大力实行一
站式健康扶贫服务，做到了让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看病少花钱、报销少跑腿。

与此同时，建立社会扶贫联系会议制
度，深入推进“百企帮百村”活动，228家企业
全覆盖结对帮扶140个贫困村。扎实开展“扶
贫日”“光彩事业”“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

“希望工程”“健康快车”“红十字博爱家园”
等主题活动，打造扶贫公益品牌。“扶贫日”
活动募集资金 451.67 万元，募捐物资折款
138.98 万元，特色募捐款物 18.85 万元。全面
推广“结对认亲、爱心帮扶”公益活动，推动
爱心企业（个人）与受助人点对点精准帮扶，
确保每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达到当年脱贫线
标准以上。

……
新年伊始，回望三台县2017年脱贫攻坚

工作，一组组数据，值得点赞：46个脱贫村通
过市级验收，实现 4303 户 11283 名贫困人口
脱贫，完成年度任务100%。

“全县还有 1.8 万名贫困群众，量大、面
宽，有压力，但我们更有脱贫信心。”县委书
记马辉表示，新的一年里，将以绣花功夫、工
匠精神强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不让一名困难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
——三台以“绣花”功夫纵深推进脱贫攻坚

本报讯（杨宽林 蒋德乾）在日前召开的全省精神文明
建设表彰大会上，三台县精神文明建设荣获多项省级殊荣。

据了解，表彰大会上，三台县“第三届四川省文明城市
示范城市”复查合格，同时获评“第二届四川省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县”。三台县精神病院、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三台支行获评“第四届四川省文明单位”，肖
荣隆家庭、夏桂琼家庭获评“第一届四川省文明家庭”。三台
中学获评“全国文明校园”并出席表彰大会。三台中学、芦溪
中学、三台一中、外国语学校、七一小学、潼川二小获评“第
一届四川省文明校园”。

荣获多项省级殊荣
三台精神文明建设结硕果

本报讯（刘玉明 肖廷富）2017年以来，农发行三台支行
紧扣全县脱贫攻坚短板，创新方式，精准发力，多渠道多举
措，举全行之力服务全县脱贫攻坚。截至目前，全行审批贷
款 10.9 亿元，累计发放各类扶贫贷款 6 亿元，同比多投放
5.8亿元，促进全县土坯房改造、农村公路建设、现代职业教
育和产业发展大提速。

据悉，在 2017 年该行发放各类扶贫贷款中，审批农村
土坯房改造贷款6.2亿元，已到位贷款资金4.4亿元，支持拆
除土坯房2.3万余户，新（改）建住房6972户，助力贫困群众
圆了“住上好房子”的梦想；审批农村公路建设贷款 2.7 亿
元，已投放贷款 1.4 亿元，支持改建中涪路、S101 线永新镇
至盐亭县两河界共74公里；以投贷结合方式向三台县职业
教育中心审批教育扶贫中长期贷款 2 亿元，有效发挥了政
策性金融扶贫的作用，为全县脱贫攻坚提供了强力支持。

发放贷款6亿元
农发行三台支行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卢小妹 佐霞）目前，正是蒜苗生长关键时期，
三台县建设镇木林村村民常逢春正赶着给自家地里的蒜苗
浇水。只见他打开架设在地里管道上的水龙头，水便哗啦啦
地沿着蒜苗行道流了过去。“比起以前的担水灌溉、抽水灌
溉，实在是方便多了。”常逢春边浇灌边和笔者说，高效节水
灌溉项目的建设，让村里的蒜苗灌溉“一步到位”。

高效节水灌溉项目通过分级提水、引水、收集天然降水等
广开水源，来保证农民生产用水的稳定，并通过喷灌、管灌等方
式，实现精准灌溉和高效灌溉。据了解，自去年8月下旬开始，三
台陆续在西平、建设、龙树、立新、黎曙5个镇乡的16个村，推广
实施高效节水灌溉项目，为打造“节水农业”开辟新路径。

作为农业大县，该县重点实施了“五小水利”为代表的
节水改造和灌排泵站更新，去年又加快了高效节水灌溉项
目的推广，如今，全县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已从0.45提
高到了0.56，在有效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灌溉
用水总量零增长。

高效节水灌溉项目
三台开源节流破解“灌溉难”

本报讯（佐霞 蒋德乾）去年，三台县多方筹集资金3600
余万元，将部分乡镇的8个渡口改建成公路桥，方便了10万
群众出行。

该县万安镇大林湾村被凯江河阻隔，成了有名的“孤岛
村”，全村1000多名群众只能靠过渡出行。去年初，县委、县
政府把渡改桥作为民生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经过一
年的建设，一条宽6米、长100多米的公路桥现在已经建成，
结束了村民几百年来的过渡历史。该镇大林湾村村民王晓
芳说：“原来过渡要等很久，赶一个场要一两个小时。桥修起
后，几分钟就到了，很方便。”

据了解，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建设，三台县已在凯江河、
魏河和苏家河等 8 个渡口，建起了 8 座公路桥和人行桥，方
便了附近镇乡10余万群众的出行。

8个渡口改建公路桥
10万群众出行不再难

本报讯（杨英 唐和建）三台县以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为统领，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深化干部作风建
设，用优良作风凝聚干事创业正能量，推动
全县经济社会事业健康发展。

夯实主体责任，管党治党彰显新作为。
三台县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强化
反腐倡廉的凝聚力、勇于担当的领导力、责任
倒逼的约束力、政治巡察的威慑力。

2017 年，三台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
会先后23次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认真践行“四个亲自”要
求，先后78次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作出部署；县委书记集体约谈县四套班子领
导29名，县级部门、乡镇主要负责人245名。
与各县委常委、人大、政协、法检两院负责人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书》，与全县63

个乡镇、86个县级部门党委（党组）书记签订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县委以“巡察机构
常设化、巡察工作常态化”为基本要求，成立
了以县委书记任组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和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副组长，县纪委、
县委组织部分管领导和县委巡察办主任为
成员的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推开县级巡
察工作。2017年开展全面巡察3轮，巡察县级
部门 14 个、镇乡 6 个，延伸巡察村（社区）6
个，发现问题 344 个，移交问题线索 111 个，
党纪处分3人，组织处理6人，政治巡察效果
明显。

深化作风建设，党风政风呈现新气象。
三台县以狠刹“四风”问题为抓手，先后开展

“清风三台”“效能风暴”行动，形成了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

2017 年，该县纪委监察部门组成 8 个监

督检查组，对 86 个县级部门和 63 个乡镇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四风”突出问题开
展拉网式、全覆盖专项检查，立案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18件18人。成立5个
明察暗访组，抓住元旦、春节、五一、端午、国
庆、中秋等重要时间节点，对部分酒店、农家
乐、茶楼等娱乐场所开展检查 10 余次，威慑
作用十分明显。开展正风肃纪村（社区）行专
项治理、扶贫领域突出问题“3+X”专项治理、

“微腐败”专项治理等“清风三台”行动 ，查处
村（社区）干部违反换届纪律 5 件 5 人，违反
集体“三资”管理规定 17 件 17 人；查处扶贫
领域违纪违规案件 45 件 45 人；查处群众身
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件 244 件 244
人。开展政务服务再优化、开门评议促效能、
亮剑问效转作风“效能风暴”行动，成立行政
审批局，建成国税、公安出入境自助服务区，

完成自助服务2800余人次，开展预约服务15
次，上门服务12次，延时服务45次。

为确保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三台县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社会评价工作的通知》，将党风廉政建设
社会评价工作纳入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引入
第三方专业民调机构对全县各乡镇、县级各
部门进行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收集意见
建议 600 余条。开展作风突击检查 15 次，发
现并整改问题 12 个，印发《工作通报》23 期。
开播《阳光问政》和《阳光问廉·走进三台》全
媒体直播节目，接听热线510余人次，APP留
言互动 6700 余条，咨询解答问题 50 余类。事
后跟踪督办12件，依纪依规问责处理37人，
其中党政纪处分15人，组织处理22人，构建
起媒体监督、群众问询、纪检问责的全方位
监督平台。

驰而不息抓纪律 亮剑问效转作风

三台用优良作风凝聚干事创业正能量

三台县双乐乡宋观庙村居民聚居点三台县双乐乡宋观庙村居民聚居点

寒冬时节，行走在三台
广大农村，一条条道路宽阔
平坦、一座座新居整洁靓
丽、一个个产业蓬勃发展……
伴随着脱贫攻坚的强力
推进，一幅幅人民幸福、脱
贫奔康的美丽图画，扑入
眼帘。

“要扑下身子、放下心
思，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干劲，以‘绣花’的功夫，
精准把脉、精准施策，补齐
短板、全面纵深推进脱贫攻
坚工作。”三台县委书记马
辉如是说。

使命如山，重任在肩。
全县干部群众迅速行动，汇
聚起强大合力，精神振奋地
投入到脱贫攻坚热潮中。

红桔丰收了红桔丰收了

为高质量、高标准完成脱贫攻坚各项任务，三台县深入
开展“万名干部进农家”活动，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到结对帮
扶户家中，详细宣讲脱贫政策、商讨脱贫增收措施，受到了
群众的欢迎。图为帮扶干部细心指导郪江镇银桥村贫困群
众使用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何娴 摄）

本报讯（张国军 佐霞）2017年，三台县以保障和改善民
生为主线，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点工程来抓，
帮助贫困群众建起了新房，配套完善了基础设施，加快了群
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全县全年易地扶贫搬迁 378 户 1056 人，完成住房建设
378户，完工率100%；已搬迁378户，搬迁率100%；折旧、复
垦378户，折旧、复垦率100%。全县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估算
总投资 5352.3 万元，房屋建设资金 1842.3 万元（其中：中央
预算内资金 844.8 万元、其他资金 997.5 万元），基础设施建
设资金3510万元。

378户1056人迁新居
三台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 唐和建 佐霞/文 何娴/图

隆冬时节，行走在三台县安居镇的红
桔园里，鲜红的桔子缀满枝头，掩映在翠绿
的枝叶间，像是一盏盏红灯笼。

在公路边的一个农家院落里，六七个
村民正忙着将红桔挑拣装箱，另几个村民
则陆陆续续地正将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红
桔一担一担地挑至院内。而在另一边，一个
快递小哥正忙着点货，几卡车的红桔正整
装待发……

“打了几场霜后，大红桔甜得很。现场
采摘的、电话订购的、网上订货的多得很，
我们一天十几个人都忙得不得了。”安居镇
甘园丹桔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仁宏因
为忙而语速明显加快。

曾几何时，被称作“大红袍”的三台安
居红桔，名头响亮，红遍全国，远销新疆、甘
肃、西安等地。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

始，因为交通闭塞、树龄老化以及其他水果
产业的兴起，“大红袍”逐渐式微，被遗忘在
了岁月的长河里。

2014年，脱贫攻坚战打响，沉睡于安居
百姓记忆中的“大红袍”被唤醒。

2017年4月中旬，三台县委书记马辉在
安居镇调研时强调：品种是柑橘产业发展的
基础，要加强产、学、研结合，邀请专家进行
品种选育、改良和深度研究，选取种植适应
性强、品质优、口感好的优质品种，逐步扩展
规模，最终形成产业带，增加群众收入。

为了将传统产业继续发扬光大，安居
镇成立了甘园丹桔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
社现有社员37户（其中贫困户15户），以传
统“大红袍”品种为主，种植面积60余亩，盛
产期亩产 4000 余斤，亩产值达 15000 元以
上。“一口红桔，一世安居——美味大红袍
——三台安居甘园丹桔”，在邮乐网上，安
居红桔深受大众青睐，日销1000余斤，顾客

好评如潮。电子商务，有效地破解了“大红
袍”销售瓶颈。重返“江湖”的“大红袍”，再
次一“炮”而红。

如今，在安居镇梨子园村，投资 200 余
万元的柑橘产业发展示范园雏形已成，现栽
种有春见、大雅、沃柑、爱瑗 38、不知火等 5
个新品种10200株柑橘。示范园内建有蓄水

池1020立方米，铺设灌水管网9.6公里，护栏
（围栏）6.6 公里，修建作业道路 2.5 公里。投
产后预计年产值400余万元，当地农民可望
就地务工实现人均增收达1000元以上。

同时，该镇还从自育苗中改良嫁接了
30000株柑橘供农户成片栽种，全镇柑橘产
业已粗具规模，正蓄势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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