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9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
关于开展 2020年巴渝巾帼产业示范基地项目

实施情况中期督查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妇联，两江新区妇联、万盛经开区妇联：

为进一步助力全市打赢脱贫攻坚战，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市妇联在转移支付 2020 年区县（自治县）妇女儿童发展专项资

金使用中，安排了“2020 年区县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巴渝巾帼

行动项目”经费，用于巴渝巾帼产业示范基地创建，帮助支持各

区县巾帼产业基地发展壮大，并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带动周边妇

女群众增收致富。为确保项目取得实效，按照《重庆市妇女联合

会关于下达 2020 年区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渝

妇发〔2020〕15 号）要求，市妇联将通过自查和抽查相结合的

方式，对各区县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中期督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时间安排

（一）区县自查（2020 年 6 月底前）。各区县妇联要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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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妇女联合会关于下达 2020 年区县妇女儿童事业发

展专项资金的通知》中的“2020 年区县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巴渝

巾帼行动项目绩效目标”（见附件 1）要求，对项目基地（见附

件 2）实施情况的绩效指标进行自查，按照工作进度和绩效目标

及时查漏补缺。

（二）市妇联抽查（2020 年 7 月底前）：市妇联将定期不

定期深入区县开展抽查。

二、重点任务

（一）督查项目实施情况。重点督查拟创建的示范基地是否

按照项目要求悬挂巴渝巾帼产业示范基地的标志牌，标志牌上是

否包含基地名称、基地负责人、基地规模、基地产业类型、基地

带动帮扶情况、基地认定单位（重庆市妇女联合会）等内容；是

否为当地的妇女尤其是贫困妇女开展了培训、信息、技术、销售

等服务，是否就相关带动服务建立了明细台账；是否产生了经济、

社会、生态等效益，相关效益是否能用数据或案例说明。

（二）督查经费使用管理。各区县妇联必须按照《重庆市妇

女儿童事业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和规定，规范资金使

用和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每个示范基地 3 万支持经费，不得统

筹使用；对于市上转移支付区县的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资金要单列

明细账核算。

三、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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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各区县妇联高度重视，精心部署，确保巴渝巾帼产业示

范基地创建顺利实施，并于 2020年 6月 30日前将自查情况表（附

件 3）和拨付资金的凭证以及基地为当地妇女开展培训、服务等

台账名册（电子件），报市妇联妇女发展部。

2.区县妇联要注意总结本辖区内巴渝巾帼产业示范基地作

用发挥的好经验、好做法，宣传推广有特色、有实效的工作经验，

及时将工作信息报送市妇联妇女发展部。

联 系 人：张 京 67125279

安志娟 67125195

电子邮箱：71184177@qq.com

附件：1.2020 年度重庆市妇联巴渝巾帼产业示范基地项目

绩效目标

2.2020 年度重庆市妇联巴渝巾帼产业示范基地创建

申报名单

3.2020 年度重庆市妇联巴渝巾帼产业示范基地中期自

查情况统计表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

2020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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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重庆市妇联巴渝巾帼产业
示范基地项目绩效目标

序

号
区县

实施基

地个数

开展妇女技能培

训人次
带动妇女服务人次 工作宣传

1 渝中区 1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2 江北区 1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3
沙坪坝

区
1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4
九龙坡

区
1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5
大渡口

区
1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6 南岸区 1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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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碚区 1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8 巴南区 1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9 渝北区 1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10
两江新

区
1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11 涪陵区 2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12 长寿区 2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13
万盛经

开区
1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14 江津区 2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15 合川区 2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 6 -

共计至少 30人次。

16 永川区 2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17 南川区 2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18 綦江区 2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19 潼南区 2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20 铜梁区 2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21 大足区 2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22 荣昌区 2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23 璧山区 2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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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万州区 3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25 梁平区 2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26 城口县 3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27 丰都县 3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28 垫江县 2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29 忠县 1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30 开州区 3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31 云阳县 3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32 奉节县 3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 8 -

共计至少 30人次。

33 巫山县 2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34 巫溪县 3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35 黔江区 3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36 武隆区 3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37 石柱县 3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38 彭水县 3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39 酉阳县 3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40 秀山县 3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

妇女开展技能培训至

少 50人次。

每个基地每年为当地妇女提

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

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共计至少 30人次。

指导每个基地挂标志

牌 1个，并因地制宜展

示基地帮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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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度重庆市妇联巴渝巾帼产业
示范基地创建申报名单

序号 区 县 创建单位名称

1 万州区
重庆市万州区果之缘果蔬种

植家庭农场

重庆市万州区益巢养蜂股

份合作社

重庆市万州区周坝榨菜专

业合作社

2 黔江区
重庆笃诚工艺品有限责任公

司
黔江区名贵家庭农场

重庆市黔江区欢罗农业专

业合作社

3 涪陵区
重庆菜乡结绳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重庆雄驰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4 渝中区 鹅岭二厂文创园

5 大渡口区
重庆南海地球村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6 江北区 孟隆引艺术工作室

7 沙坪坝区 重庆市永霞工艺品有限公司

8 九龙坡区
西彭镇新民村巾帼创业示范

基地

9 南岸区 重庆南岸家政服务中心

10 北碚区
北碚区澄江镇五一村巾帼产

业示范基地

11 渝北区
重庆维近生态农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12 巴南区 重庆市二圣茶业有限公司

13 长寿区 重庆澳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唯粒竹编制品有限公

司

14 江津区
重庆市萌娘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

重庆润博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15 合川区
重庆市合川区工商职业技术

学校

合川区云门街道凤天惠民

农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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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永川区 永川区豆豆香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千何园蚕桑

种养殖股份合作社

17 南川区
重庆须弥旅游文化产品开发

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川区陈雪莲果树

种植家庭农场

18 綦江区 綦江区躲躲文化传播中心
重庆市盈益农业有限责任

公司

19 大足区 重庆晖印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大唐丰域生态农业农

展有限公司

20 璧山区
重庆市璧山区富莉萱农业专

业合作社

重庆市新起点职业培训学

校

21 铜梁区 重庆新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铜梁区莲乡茶宿酒店

22 潼南区
重庆市潼南区上和镇春兰山

地蔬菜基地
夏大姐家庭农场

23 荣昌区 重庆荣昌夏布合作社
重庆市荣昌博引职业培训

学校

24 开州区 重庆绿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开州区香林养殖场
重庆市开州区余灿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25 梁平区
重庆俊农互联网服务有限公

司

重庆百里竹海旅游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

26 武隆区
重庆市武隆区樊霞大闸蟹养

殖家庭农场

重庆市金誉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武隆县富业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

27 城口县 绿佳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沿河乡联坪村股份经济合

作联合社

东安镇沙湾村天麻种植基

地

28 丰都县 丰都县浪漫汶溪生态园
丰都县麻辣兄弟食品有限

公司

重庆盛盈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29 垫江县 能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鼎汇职业培训学校

30 忠 县
忠县红土地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31 云阳县 云阳县丰盛水蜜桃基地 云阳县宏懋玩具厂 王小芹巾帼家庭农场

32 奉节县
奉节县长利水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

奉节县众茂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

重庆市彰榕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33 巫山县
重庆和慧源农副产品有限公

司

巫山县福益美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34 巫溪县
巫溪县洪仙岩乡村旅游专业

合作社
巫溪县至荣制衣有限公司

巫溪县才志伟养殖有限公

司

35 石柱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北岭山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
重庆毓丰原布艺有限公司 重庆泰尔森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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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秀山县
秀山县土家织锦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杜幺妹农副产品有

限责任公司

秀山县麻汝生态旅游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37 酉阳县 酉阳县秋义农业有限公司
酉阳县守拙人家种养殖基

地
酉阳县众城农业有限公司

38 彭水县
重庆鼎桐林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

彭水县玉润蔬菜种植有限

责任公司

彭水县太原镇供销合作社

有限公司

39 两江新区
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开发

区巾帼创业示范基地

40
万盛经开

区

万盛经开区刘家河水果种植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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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度重庆市妇联巴渝巾帼产业示范基地中期自查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区县妇联） 填报时间：2020年 6月 日

基地名称

是否

挂标

志牌

资金拨付
已培

训妇

女人

数

已服务当地妇女人次

（提供就业、技术推广、市场信

息、代销产品、暖心关爱等服务，

逐项写明）

已产生效益

（经济、社会、生态等效

益，数据或案例说明）

妇联组织服务

跟踪服务基地情况

（宣传推荐、其余项目

资金争取等）

下一步

打算
备注

是 否

拨付

拨付

时间

拨 付

方式

拨付

金额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