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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工细作“绣花”生香
——四川宣汉县脱贫攻坚整县“摘帽”工作综述

丁小平 桂学军 昌夫

四川将开展“致敬·2020清明祭英烈”网上祭扫活动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袁矛）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近日对

清明节期间开展“致敬·2020清明祭

英烈”活动有关事项作出安排部署。

活动将于4月10日前集中进行，以缅

怀先烈、弘扬英烈精神为重点，致力

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烈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工

作的需要，四川各级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和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会在

自有网站的醒目位置加入中华英烈

网“致敬·2020清明祭英烈”活动专

栏链接，发动广大烈属、退役军人和

社会各界开展网上祭扫活动。

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要求各

地要利用现有资源和条件，开展祭扫

烈士活动，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祭

扫服务。清明节期间烈士陵园要通过

为每座烈士墓敬献鲜花、擦拭墓碑等

绿色文明方式祭扫烈士、告慰烈士英

灵。同时，要主动联系烈士亲属，特别

是有异地祭扫愿望的烈士亲属，运用

直播等方式提供实时祭扫服务。各地

要积极推动烈士寻亲工作，为牺牲

并长眠他乡土地的烈士寻找家人，

让烈士的后代得以祭奠亲人，并努

力挖掘整理烈士们的光荣事迹，将

红色精神、革命传统传承下去。

此次活动要求各地围绕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抗战胜利 75周年、志

愿军入朝参战 70 周年等重要时间

节点、重大事件，通过电视、报纸、网

站等媒体发布相关纪念回忆文章、

播放专题视频，在全省营造崇尚英

烈的良好氛围。此外，四川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通过厅网站、微信公众号

开辟了征文专栏，重点围绕抗击疫

情、感人故事、英烈精神等内容，向

全省征集优秀文章。

编者按：
四川省宣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秦巴

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2014 年全县有贫

困村 211 个、贫困人口 205842 人、贫困发

生率为 18.9%，是全省贫困人口最多的

县 。经 过 近 几 年 的 持 续 奋 战 攻 坚 ，到

2019 年底，全县贫困人口减少至 1714 户

4797 人 ，211 个 贫 困 村 全 部 实 现 退 出 ，贫 困 发 生 率 降 至

0.44%，创造“全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到“全省减贫人口最

多的县”新记录，实现整县“摘帽”的目标。

回顾过去，县委、县政府运筹帷幄、精准施策，汇聚集

体智慧力量，精心绘就脱贫攻坚壮阔美景。组织动员全县

人民聚焦短板弱项，攻克贫困堡垒，传递空前的责任压力，

帮扶力量重心下沉，捆绑政策高效精准，兑现“不落一户一

人”的庄严承诺，在偏远农村的广袤大地上书写下为民情

怀的动人篇章。

回顾过去，全县党员干部舍小家顾大家，怀揣真情奔

赴一线拼命苦战。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上，风雨不曾压垮

他们，他们用使命担负起“一村一人”的脱贫重任，用真情

写下了“舍弃我、让我来、跟我上”的奉献故事，涌现出一批

好党员好干部，实现了“2016 年首战告捷、2017 年再战再

胜、2018 年连战连胜、2019 年决战决胜”。

回顾过去，在党的扶贫政策下，全县人民砥砺奋进，以

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推倒了一座座贫困“大山”，用智慧和

汗水创造出脱贫攻坚的奇迹。广大贫困群众不等不靠，自

主参与脱贫攻坚行动，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涌

现出一大批“我要脱贫、脱贫光荣”的典型代表，他们用辛

勤的奋斗摆脱贫困过上了富裕的新生活，他们向着更加美

好的生活昂首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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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

东省肇庆市 9 个县（市、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97个乡镇、797个行

政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积极

行动起来，迅速集结广大志愿者火

线参战，凝聚起夺取战疫胜利的强

大合力。

广宣传 当好防疫“宣教员”

大喇叭、广播、派发宣传单、入

户解读……各种“接地气”的形式，

成为肇庆市向群众宣讲防控政策规

定、宣传防控科学知识的有力途径。

德庆县组织志愿者配合街道、

社区（村）开展工作，截至目前，累计

派出志愿者4.9万人次，志愿服务时

长 31.7 万小时；端州区 4 个街道 60

个社区、277个小区对防疫知识开展

宣传，全区共利用 LED 屏和电视屏

播放宣传视频约 157 万次，张贴宣

传画8万多张，悬挂横幅7000多条，

派发宣传单4万多张，发送短信202

万条，进基层宣讲4千多人次；四会

市成立抗击疫情心理关爱志愿服务

队，编制《四会市疫情防控心理关爱

热线工作手册》，并开通 10 条电话

关爱咨询热线。

作表率 当好疫线“先锋员”

肇庆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情怀，让党旗

高高飘扬在防控一线。

端州区各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

工主动下沉到挂点社区，累计有

7000余名党员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

工作；四会市的 4898 名党员创文志

愿服务队员变身为“防疫网格员”下

沉到各社区，实现了党员干部齐带

头、全民动员齐参与的良好氛围；高

要区 17 个镇（街道）、352 个村（社

区）、97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组建了

385 支“西江党旗红”党员突击队，

17000 多名党员冲锋在前，为群众

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战网格 当好社区“守门员”

肇庆市各级各类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队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对社区

村居进行全方位摸底、地毯式排查，

并在宣传监测点 24小时轮班值守，

有效地缓解了一线防控力量不足、

基层干部长期疲劳作战的问题。

德庆县全面实行“五长”“五

包”疫情防控工作机制，以县、镇、村

三级党员干部为主力，发动群众积

极加入，根据分工组成关卡值守队、

疫情排查队、防控宣传队、环境整治

队、督查督办队等，队伍总人数达 1

万多人；高要区 352 个村（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发动群众在 90 个

小区中自发设置查控点，科学劝导

群众移风易俗，推延、取消喜宴酒

席44宗。

供物资 当好抗疫“示范员”

特殊时期中，肇庆市各级各类文

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校园、文明家

庭与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

彰显了先进典型的责任担当。

疫情期间，荣获2019年“全国最

美家庭”称号的邓雄飞一家四口“逆

行而上”，将新鲜蔬菜以低价格销售

到群众的家门口，还免费赠送蔬菜

给有需要的老人；全国文明村四会

市城中街道下㘵村委会的乡贤捐赠

了100只口罩；获评2017年 2月“中

国好人”的李德明牵头发动鼎湖民

建会员、爱心会友和会员企业慷慨

解囊，捐款捐物达 124.2 万元；获评

第四届“肇庆市道德模范”的彭智勇

为留观人员及医护人员捐赠书籍和

食品物资，并组织志愿服务队分三

班值守疫情防控点；鼎湖区 20所文

明校园组织学生画防疫手抄报，拍

视频，写信致敬最美“逆行者”……

助复工 当好发展“服务员”

为助力有序复工复产，肇庆市

各级各类文明实践志愿者走进交通

要道、工厂车间、田间地头，为群众

解决实际问题。

德庆县农业产业志愿服务队创

新模式，通过手机视频与农户沟通，

远程“下方”，指导春耕生产，解决农

户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文明单位

鼎湖区税务局推行“非接触式”网络

办税和全面启动“全预约办税制”全

力抗击疫情，从速从优提供纳税服

务；怀集县累计组织招募10000多名

志愿者参与疫情防空工作，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志愿力量。

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数以

万计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全力

投入到防疫阻击战中，做志愿者，行

志愿事，成为肇庆大地上的新风尚。

广东肇庆：文明实践总动员 志愿服务战疫情
杜杏玲 邝小云

“片仔癀杯”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经验交流·征文启事

为了及时宣传、报道和反

映全国各地在文明城市、文明

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校园、文

明村镇等创建工作中的最新

动态、好的做法、成功经验以

及在创建活动中涌现出的感

人故事、先进典型等，为各级

文明委指导创建工作提供交

流平台，引导各地互相学习借

鉴、共同提高创建水平，本报

特与福建省漳州片仔癀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联合举办

“片仔癀杯”“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经验交流·征文竞赛”活动。

一、“征文”时间从 2018

年 11 月 27 日起，至 2021 年

11月26日止。

二、“征文”体裁不限。

三、“征文”不受地区、行

业、部队、学校、机关等限制，

1800字以内为宜。

四、来稿请注明“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征文竞

赛”字样，写明作者姓名、地

址、邮编、电话，发精神文明报

社电子邮箱 jswmb2016@163.

com 或 邮 箱 yangchu1@126.

com 杨 初 收 。电 话 ：028—

80640480

欢迎全国各地广大读者

踊跃投稿。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精神文明报社

川东北大巴山深处的国家级贫困

县——宣汉县，这里曾经是英雄的土

地，也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数年

来，这里扶贫的足迹不息，脱贫攻坚的

磅礴气势撼动壮丽河山，精工细作的

“绣花”美景开满人民心间。

明晰作战思路
找准脱贫路径

“一个目标”下深水。围绕“2020年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认真研判全县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

等特点，理清脱贫思路、明晰攻坚举

措，科学制订脱贫攻坚规划和年度实施

方案，有计划、分步骤、稳扎稳打、步步

为营地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双轮驱动”步稳键。始终坚持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突出区域开

发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大力实施“开发

扶贫”战略，以大项目带动区域大开

发，全力全域推进“六个精准”，因村因

户落实“五个一批”，着力走出一条“以

开发促脱贫助增收”的奔康新路。

“四大片区”花更灿。针对区域性贫

困突出、贫困人口集中的县情实际，将

全县划分为东北部、中部、西部、南部

“四大脱贫攻坚片区”，分别由四大家

主要领导分片挂包推进，并因地制宜地

布局实施巴山大峡谷文旅扶贫景区、微

玻纤新材料产业园、锂钾综合开发产业

园等一批重大项目，特别是在东北部山

区投资超 200 亿元打造巴山大峡谷文

旅扶贫景区，其中一期投入超 130 亿

元，已于2018年 8月28日正式开园，最

终建成“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和全国规模最大的文

旅扶贫示范区”，直接带动片区 9.1 万

余贫困人口、102 个贫困村脱贫奔康，

辐射带动周边 21个乡镇、46万余人增

收致富，有效地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

问题。《宣汉县实施巴山大峡谷旅游扶

贫》入选四川省委组织部好教材、好课

程、好案例“三好”案例。

注重精准发力
夯实脱贫基础

狠抓精准补齐短板。严格识别程序

和标准，对照“错评、漏评、未整户识

别、自主移民未识别”等问题，多次开

展精准识别“回头看”，特别是 2019 年

3月和 6月开展的“大走访、大排查、大

整改”三大专项行动和全省落实“两不

愁三保障”回头看大排查，对全县所有

建档立卡户、非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了

全面排查，真正地做到了该进必进、该

退必退、真贫真困“一个不漏”。同时，

全力抓好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国家扶贫

开发子系统中的信息数据校核、录入工

作，确保系统信息与贫困户实际情况

一致。

狠抓帮扶无缝对接。全面落实贫困

村“5+2”和非贫困村“3+2”帮扶力量，

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实现驻村帮扶全覆

盖；扎实开展“回头帮”，县级领导带头

深入联系乡镇开展蹲点帮扶工作，督促

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一户一策地

开展精准帮扶，切实巩固脱贫成效。深

入推进“万企帮万村”行动，采取“一企

一村”“一企多村”“多企一村”等形式，

通过合作开发、产业推动、定向就业等

途径，促进结对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和贫

困户增收。目前，已有 100 余家民营企

业帮扶 80个贫困村，为全县的脱贫攻

坚工作注入了强劲动能。

狠抓成效精细施策。将“十三五”扶

贫规划与年度目标有效衔接，出台扶贫

专项年度实施方案，全面落实医疗救

助、教育资助、产业发展、小额信贷等

扶贫政策；对脱贫任务实行精准管理，

分年度逐批次地确定脱贫任务，按月跟

踪脱贫进展、季度汇总分析、年度评价

脱贫实效，建立健全贫困户脱贫后续跟

踪回访制度，确保脱贫对象真脱贫、脱

真贫、不返贫。

（下转B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