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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用好衔接资金 为乡村振兴蓄能加力

在衔接资金项目监管方面，我区实

行严格的监管运营，确保项目落地见效。

按照《重庆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重庆

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

实施办法》等规定，加强绩效运行监控，

提高项目质量和资金绩效。

严把入库审核关。落实部门联席论

证审核，将带动能力强、利益联结好、资

金效益高的项目优先纳入项目库，坚决

杜绝“楼堂馆所、奖金福利、偿还债务”等

负面清单。

严把实施进度关。对项目进度和资

金划拨进行实时调度，开通项目资金支

付业主“直通车”，杜绝挤占挪用、层层截

留、虚报冒领等现象，确保资金管得好、

工钱拿得早、项目建得快。

严把资产管护关。对全区扶贫项目资

产全覆盖清理登记，做到底数清、确权准、管

护实，促进8000余户脱贫户生产生活条件持

续改善、115个村集体经济组织长期受益。

严把整改提升关。结合“大走访大

排查大整改”行动，着力对国家、市级资

金绩效评估反馈问题及日常监督发现问

题进行整改，提升项目建设实效。

接下来，我区将进一步优化资金使

用结构、突出资金支持重点、创新资金使

用方式，持续发挥财政衔接资金在“守底

线、抓发展、促振兴”方面的基础保障作

用，确保衔接资金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不断释

放强大正效应。

“带”字为要 农民增收产业旺

2017年，福寿镇康茂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开始尝试绿色优质水稻“私人定

制”。该模式一经推出就得到消费者的

广泛认可，现在福寿镇定制水稻达 3000
多亩，其水稻种植基地被认定为全国首

批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

福寿镇定制水稻的成功也让我区

其他乡镇（街道）开始效仿并差异化发

展。我区也将衔接资金投入其中，促进

水稻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全区“定制

水稻”面积达 2万亩，每亩产值 2400元，

盘活撂荒地 1000余亩，带动农民户均增

收1000元以上。

“定制水稻”只是我区充分发挥衔接

资金牵引带动作用，有效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的一个缩影。

做强带动产业。近年来，我区累计

投入三级衔接资金1.8亿元，重点用于南

川米、大树茶、方竹笋等特色产业扩大种

植规模、提升加工水平、防范灾害风险，

助推农户通过发展产业增收。

扶强带动主体。近三年对 156家龙

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经

营主体给予衔接资金扶持，不断增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引领、带动

和服务能力。

健全带动机制。对衔接资金扶持的

经营性项目全覆盖建立联农带农利益联

结机制，带动农户通过配股分红、土地入

股、订单种销、就近务工等多种途径增收。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产业发

展不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更

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实现稳定脱贫和持续增收的长

效措施。为此，我区落实精准有效、安全

可控的使用管理举措，把财政衔接资金

好钢用在刀刃上。

加大监管力度。用好动态监控平

台，成立由区纪委牵头的专项督导组，确

保财政衔接资金运行过程可记录、风险

可预警、责任可追溯、绩效可跟踪。

丰富评估维度。由区财政局对资金

使用单位自评结果开展随机抽查，将自

评和抽查结果作为改进管理、调整支出

及安排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委托第三

方机构开展项目跟踪审计，全程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

形成投入梯度。兼顾产业占比、年

底结余资金等实际情况，从项目库中筛

选成熟度较高的项目，探索以预安排方

式提前纳入资金安排计划，确保项目及

时实施、资金高效利用。

“统”字定向 长效机制促发展

近年来，我区将古树茶列入“3+2”特
色产业给予重点培育打造，全区已建成

古树茶基地 1万余亩。古树茶也成为德

隆等南部乡镇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和广

大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产业。

古树茶产业的兴旺发展，是我区统

一用好衔接资金金钥匙，打开乡村振兴

门的一个典型案例。近年来，我区逐年

提高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占比，

为全区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等重点

工作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将资金管理使

用工作纳入区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领导小组会、巩固成果专班会、部

门联席会等重要议事日程，确保高质高

效推动工作。

统筹考虑入库项目类别组成合理

性、包装设计规范性、审核论证严谨性，

确定每年4月、9月为项目集中申报审核

期，严禁项目突击调整和重复申报。对

乡镇（街道）资金项目工作实行每半年现

场拉练、每季度赛马比拼。

加大投入保障，把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公共财

政支出优先保障重点，累计争取投入各

级财政衔接资金近4亿元，区级财政投入

连续3年实现稳中有增。

在资金用途上，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作为首要任务，围绕产业和就业

两个关键，安排特色产业发展、脱贫劳动

力稳定就业等项目，积极推进乡村建设。

今年，区乡村振兴局针对全区脱贫人

口、困难群众及其他符合企业用工条件的

劳动力或半劳动力，组织开展了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家政

服务培训，培训将理论与实操相结合，不断

提升全区脱贫户、监测户和其他困难群众的

生产生活技能。同时，区乡村振兴局还加强

过程监督管理，并对参训学员就业对接情

况进行指导帮扶，确保技能培训效果。

“管”字着力 项目监督落实处

近日，我区在全市2022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考核结果中获评“A”等次，这是我
区连续两年财政衔接资金绩效考核获评“A”等次。

近年来，我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保持过渡期财政支持政策总体稳定，强化
资金使用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发挥财政衔接资金绩效，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鸣玉镇向家沟：
稻香渔歌田园诗

2021年，鸣玉镇中心社区在向家沟打造

重庆市稻渔综合种养南川示范基地，铺就出

一条属于鸣玉的乡村振兴之路。

鸣玉镇乡村振兴项目分三期。一期为

“稻香渔歌”乡村振兴长廊建设项目，内容为

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和人居环境整治。二期

项目为建设108亩油稻轮作、鱼稻共生种植基

地。三期围绕“渔稻共生”产业，进一步完善

周边配套基础设施，提升乡村宜居环境。经

过三期的建设，解决村民就近务工，带动了当

地乡村旅游发展。

鸣玉镇向家沟“稻香渔歌”乡村振兴示范

长廊获评“重庆乡村振兴十大示范案例”，被

誉为重庆乡村振兴“微样本”。

南平镇永安村：
春风拂面原乡情

南平镇永安村打造“农耕园”，其中建有

“乡情馆”，墙上挂着犁、耙、斗笠、蓑衣、镰刀

等具有年代气息的农耕用具。

村里有片刚建成的小广场。广场地砖铺

地，周边点缀着几竿修竹和一两株桂花；广场

上是已建成的数字乡村智慧平台和智能环境

监测系统，该村数字乡村智慧平台涵盖智慧

农业、智慧帮扶、乡村旅游、大数据、在线政务

等功能。

永安村党总支书记王贵平介绍，这是我

区实施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乡情馆”、

农耕园、生产生活便道、小广场、公厕、生态

停车场以及数字乡村智慧平台和智能环境

监测系统等。

山王坪镇龙泉村：
农旅融合显魅力

山王坪镇龙泉村秦家湾一带，白墙青瓦

的房屋搭配原石、原木的庭院围墙，整体外观

与庭院相得益彰，在绿树蓝天的衬托下显得

十分和谐。

这是龙泉村实施的“农旅融合促乡村振

兴项目”，第一期建设内容包括福寿寺路口入

口区域形象提升工程、秦家湾乡村广场建设

工程、中草药种植示范园建设。

福寿寺路口入口区域打造了黑叶猴卡

通形象雕塑，并点缀形象各异的黑叶猴小型

景观艺术雕塑，建设了乡土艺术景观墙；秦

家湾乡村广场将建设乡村广场形象墙、乡村

广场艺术景墙、黑叶猴景观艺术雕塑、乡土

特色艺术摆件、停车场等；中草药种植示范

园建设内容包括种植区、药田步道、乡土艺

术景观墙等。

石墙镇汇仓村：
药材种植地生金

灏天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7
月落户石墙镇，在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的支持

下，该公司除了进行厂房及生产车间建设外，

还从事中药材品种选育、中药材标准化种植。

如今，该公司在石墙镇示范种植了 400
多亩白芷，不仅吸纳村民就近务工，还积极为

农户提供种植技术与种芽种苗，与农户签订

保底收购合同，带动农户投身中药材产业，共

同增收。

冷水关镇茶园村：
茶叶飘香助增收

冷水关镇茶叶已达2000亩，今年采摘鲜

叶 10万公斤。如今茶园村的茶叶基地虽然

过了春茶采摘时的热闹场景，但满眼苍翠茂

密的茶树也预示着明年的好收成。

重庆古道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夏游

邮介绍，去年实施的茶园村茶叶基地建设项

目，新建厂房 1400平方米，在乡村振兴示范

村项目资金支持下，已建成了3条生产线，茶

厂内还建有一个面积约 130平方米的摊凉

区，以及自动冷却机、自动揉捻机、动态烘干

机等设备，极大地增强了产业带动能力。

振兴激活力 乡村迎蝶变
——我区部分乡村振兴项目扫描

大观镇铁桥村优质水稻种植基地大观镇铁桥村优质水稻种植基地。。

图①：村民在蓝莓基地务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图②：开展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帮助脱贫户、监测户和其他困难群众提高生产生活技能。
图③：石溪镇五星村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员在走访脱贫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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