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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伟平

10月13日，全国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现场推进会在浙江杭州召开。“千万工
程”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简称，
是习近平总书记2003年在浙江工作时亲
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
策。20年来，浙江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推进
实施，探索出了一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
设美丽中国的成功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就这一工程曾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深入总结提炼，推广
好经验好做法。

近年来，浙江“千万工程”在重庆已有
一些探索。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这
些区县、乡镇，找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的“密码”。

从强村公司到巴岳农庄
重组生产关系，蔬菜村焕发新活力

10月15日，铜梁区侣俸镇，阳光明媚，
生机盎然。

侣俸镇保乡村“巴岳农庄”设施蔬菜科
技园内，现代化的智慧大棚一字排开。“这
种辣椒从下苗到结成30厘米长、4两重的
果实，只需70多天。”看到记者对细长的螺
丝椒感到好奇，科技园技术管家、四川奉民
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民农
业）负责人周建自豪地说，“有了智慧化的
设施大棚助力，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仅
螺丝椒的亩产量就达1.5-1.8万斤，亩产值
约6万元。”

看到设施蔬菜发展得风生水起，一旁
的保乡村党支部书记张文峰感慨道：“想不
到，生产关系的重组，竟让我们这个‘蔬菜
村’焕发出新活力。”

保乡村是铜梁远近闻名的蔬菜村。前
几年光景好时，种蔬菜的业主有30多家，每
天满载蔬菜进出的货车有10多辆。但后
来，由于市场对高品质蔬菜的需求增大，
需要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加上农资化肥、人
工等种植成本的增加，不少业主赚不到钱
就纷纷退出。

张文峰说，业主经营不善导致蔬菜产
业停摆，存在农民收不到土地租金，不能尽
快收回土地的生产风险。同时由于不懂经
营，不懂市场，村集体发展的蔬菜产业也是
效益低、分红少。

保乡村遇到的发展问题并非个案。经过
调研，铜梁将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归结

为三个方面：一是“三农”投入不足，二是农业
生产效益不高，三是利益分配机制不活。

2022年初，铜梁借鉴浙江“强村公司”的
理念，启动“巴岳农庄”乡村振兴试点建设。

“巴岳农庄”不是一个具象的农场概
念，而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一种模式。
它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区属国有公司、社
会资本联合组建“巴岳农庄”股份制公司，
与以往“村集体+公司+农户”方式不同，“巴
岳农庄”以整村为单位推进，聚集生产要
素，推行“大基地+小单元”的统分结合模
式，尽可能降低业主发展产业的经营风险，
最大限度保障农民利益。

按照这一思路，去年侣俸镇将土地连
片、产业相似的文曲、保乡、石河、水龙四个
村和铜梁国有公司重庆龙裕城乡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共同组建铜梁巴岳农庄侣俸现
代农业公司。

侣俸现代农业公司以每亩约7万元的
投入修建了现代化的蔬菜科技园，奉民农业
以每亩每年1.2万元的价格返租，用于螺丝
椒、小番茄等设施蔬菜的种植。同时，为了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侣俸现代农业公司完善
了水电路等农业基础设施，并引入中国农科
院蔬菜花卉所成立了西南蔬菜研发中心。

一年时间，侣俸“巴岳农庄”4个试点村
就发展了设施蔬菜5000余亩，今年上半年
增收1223万元，人均增收1100元。

画外音：浙江德清县下渚湖街道13个行
政村打破地域边界，抱团发展联合组建“强村
公司”，盘活乡村闲置资源，精选优质投资项
目，科学培育乡村民宿等业态，有效解决了发
展投入不足、效益不高等问题。铜梁“巴岳农
庄”模式是对浙江“强村公司”的学习借鉴，在
建设中遵循了“整村成片、整镇多村推进，社
会资本有序替代”原则，采取了“基层组织引
领、工商资本进村、综合经营增效、公司治理
赋能、整村推进共富”思路。今年，铜梁将把

“巴岳农庄”建设扩面到10镇47村，到2035
年，将实现“巴岳农庄”的全覆盖。

从四治融合到巴适小院
党建引领，小矛盾不出院落

“她不照顾我也就算了，还不让我上儿
子那里去住。”

前不久，巴南区安澜镇平滩村八社湾
草房院落传出争吵声。当天上午10点过，
村民徐兴珍（化名）拉着儿媳张英（化名）来
到“议事亭”，吵嚷着要找老党员兼院落长
徐华明评理。

徐华明拉着张英说：“人都是要老的，
你到了她那个年龄也是一样的，你的儿女
看你现在不管老人，将来儿女也不管你，你
咋办？”张英面红耳赤，低下头默不作声。

徐华明又对徐兴珍说：“你也年轻过，
也跟父母因为小事吵过嘴。你现在老了，
也要想想自己年轻气盛的时候。”短短几句
话，徐华明就平息了一场纠纷。

平滩村面积大，人口多，家长里短的矛
盾自然也不少。“作为村干部，我们也想第
一时间调解村民之间的矛盾，但由于人手
少，总是顾不过来。”村党总支书记田欢说。

如何发挥党建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今年初，巴南区将创建“巴适小院”作

为深化党建统领乡村“院落微治理”的重要
抓手，通过细化治理网格单元、缩小治理服
务半径、丰富治理方式手段，推动治理重心
下移，让每个院落成为乡村振兴基本单元。

湾草房“巴适小院”有10户住户，其中
老党员有两户。小院设党员“院落长”1名，
负责院落“微治理”，同时在“院落长”的带
领下，制定了院落公约、院落议事规则等，
并吸纳一批乡贤、退役军人、本土人才、返
乡能人等加入，这样一来，党组织得到了加
强，解决了人手少、精力不足的问题。

徐华明是一名老党员，在当地威望高，
擅长调解工作。今年6月，在村党总支的建
议下，老徐成为院落长，在院坝建起了“议
事亭”，负责调解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

“协调矛盾主要靠打好感情、乡情、亲
情‘三张牌’。”关于调解“秘诀”，徐华明说
得头头是道，“有老党员出面，两头作说服、
安抚工作，矛盾就去了一大半。”

画外音：在推进乡村治理中，浙江海宁
市坚持“党建统领·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方
法，创新推动全民共建、全民共治、全民共享
的“党建引领众管微治”模式，对巴南区的乡
村治理有很强的借鉴。巴南以“巴适小院”
为抓手探索党建统领乡村微治理，实现了党
的组织和工作扎根到院落，管理服务和问题
化解在院落。下一步，“巴适小院”还将加载
推进移风易俗、探索发展“一院一业”特色庭
院经济等内容，将基层党组织的“桩”扎进院
落里、将治理的“网”结到村民身边。

从共富工坊到非遗工坊
指尖技艺“绣”出幸福生活

10月16日早上8点多，位于彭水蚩尤
九黎城的苗绣馆就已忙开。

送完孩子上学后，绣娘王天勤便来到

苗绣馆，“放下锄头，拿起绣针，日子过得更
体面。”谈起现在的生活，王天勤笑了。

绣馆另一侧，彭水县荣玉苗家刺绣工
艺品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苗绣传承人李
绍玉正带着十多位绣娘端坐在绣布架前，
一边讲解一边刺绣。她们的双手在织锦带
上挑织经线、纬线，绣花针在她们手里上下
翻飞，五彩丝线左右牵连，河流山川、飞禽
鸟兽渐次呈现，活灵活现。

苗绣是苗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手工艺术，
纹样古朴，造型雅拙，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我们苗家姑娘出嫁前，都要亲手绣一套自己
的嫁妆，”李绍玉说，苗绣是家家户户的女人
必须学会的一项技能，在这种耳濡目染的环
境中，她跟着奶奶和母亲学会了这项技艺。

但随着打工潮的兴起，苗绣也面临着濒
临失传的风险，坊间有言“宁做他乡打工妹，
不做自家苗绣活”，这对李绍玉触动很大。

十多年前，李绍玉放弃在上海的工作，
与丈夫一起回乡传承发扬苗绣。在彭水县
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她和丈夫成立了以“彭
水苗绣”非遗文化为主的公司，在一些乡镇、
街道设置固定教学点，免费现场培训“彭水
苗绣”技艺，并与培训学员签订长期产品回
收协议，为当地困难人群提升增收本领，也
让苗绣这一传统手工工艺得到传承。

在她的努力下，2016年“彭水苗绣”正
式申报列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名录。次年，李绍玉被命名为重庆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她建立了多
个非遗工坊，解决了300名脱贫户的就近
就业问题。

“以前村里的姑娘绣花主要用于出嫁
和日常使用。现在不一样了，通过苗绣每
月有两三千元的收入，还能兼顾带孩子。”
王天勤说。

最近，为了让苗绣走出彭水，李绍玉又
对苗绣进行了创新。“在旗袍、山水画、披
风、公文包等日常用品中融入苗族元素并
增加时尚感，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在网
上热卖。”她说，随着技艺的传承，观念的改
变，她们创作的苗绣作品受到热捧，这也给
了她们更大信心。

画外音：“千万工程”十分重视传承弘
扬传统农耕文化和优秀民俗文化。浙江金
华市婺城区安地镇岩头村有扎染、刺绣的
传统，当地通过创建共富工坊形式，既保护
传承了非遗技艺，又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增收，一举多得。彭水苗绣非遗工坊是对
浙江共富工坊经验的学习借鉴，因地制宜
走出了一条“非遗+”的共富路子。

前不久，记者同我市“三农”
干部前往浙江学习“千万工程”经
验时，听到了一种声音：“浙江乡
村搞得好，根源在于浙江经济发
达，这让我们啷个学得来？”

有一句话说得好，有条件要
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浙
江地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这是
不争的事实。但把时间倒回20年
前呢？即使在今天，浙江省内也还
有相对欠发达的山区和海岛地区。

学习“千万工程”，就是要通过
回望浙江20年来走过的路，找到
本地适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路
径。在记者看来，重在学习浙江

“千万工程”的理念、思路和方法。
首先是要坚持党建引领。“千

万工程”所取得的明显成效，党建
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我市，綦江区
古南街道花坝村、南岸区广阳镇银
湖村、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这
些乡村振兴示范案例，无一不是以
党建为引领跑出了乡村振兴“加速
度”。接下来学习“千万工程”，首
先要强化党建引领，聚焦建强农村
基层党组织，选优育强村带头人，
抓好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为更
好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再添一把火。

其次是要坚持以民为本。“千
万工程”的核心，在于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持续提升
农村生活品质。具体到重庆而言，就是探索
新机制新途径新方法，持续稳定增加农民收
入。例如，通过壮大村集体经济，强村富民促
增收；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就业创业稳增收。
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以改革之手推
开农民的幸福大门，增进民生福祉，让农民在
乡村振兴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最后，坚持因地制宜。“千万工程”造就了
浙江万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宜居乡村，其
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
体，市情特殊，各区县资源禀赋和发展程度不
同，需要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例如，在做好“土特产”文章方面，需要以
高质高效为目标；在实施千个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示范创建行动中，需要围绕各地特色来
规划、建设等等。 （赵伟平）

从
﹃
千
万
工
程
﹄
中
获
取
乡
村
振
兴
﹃
密
码
﹄

浙江“千万工程”，重庆可以学什么？

10月11日，巴南区沿潭村“巴适小院”，窗内是小辈在照顾
瘫痪的老人，窗外是父亲在辅导孩子功课，这个家庭用行动诠
释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记者 万难 实习生 辛飞 摄/视觉重庆

彭水县苗绣传承人李绍玉（右）教绣娘刺绣。（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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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綦江区支公司石角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王华梅 机构编码：000005500110007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双树村1组正街7号附5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新街26号附1号
批准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1426 联系电话：1369646661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
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3年10月09日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巴南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近日，重庆空港新城公司传来好消
息，市民们期待已久的悦港北路项目已
进入现场收尾工作，将在10月底正式
通车与市民见面。

据悉，悦港北路是中央公园北侧的
东西向跨区城市主干道，其中渝北段起
于渝广高速以东接悦港北路后河大桥，
止于公园东路，长约4.56公里，为双向
六车道。

该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主线道
路和与秋成大道形成的立交，约3.3公
里长的装配式综合管廊。

“该项目最具特色地方在于渝北区
第1次使用装配式综合管廊，有效解决

了传统机电管线布置存在‘蜘蛛网’和
‘马路拉链’的问题，将管线收纳于管廊
内，既美观了道路环境，同时又方便工
程维修。”空港新城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

据介绍，为加快完善片区基础设施
及公共服务配套，着力市政道路改造升
级，项目建设以来，施工方积极按照进
度对照打卡推进项目建设，在施工过程
中，积极与轨道集团进行沟通交流，错
峰进行项目建设，目前，悦港北路项目
已基本完工。

未来，项目建成后将与西侧已建成
的悦港北路后河大桥、数据谷立交和东

侧保税港范围的悦港北路贯通，加强水
土园区、仙桃数据谷、保税港Q分区联
系，助推中央公园以北片区开发建设，
大幅缓解交通压力。

今年以来，空港新城公司立足项目
建设，全力跑出加速度。今年上半年完
工两路农贸市场室外停车场（周边环境
工程）、绕城高速春华立交周边交通设
施改造工程、春华大道沿线交通组织及
交通设施改善工程（同茂大道-春华大
道交叉口区域）、兰馨大道与祥和路交
叉口交通设施改造工程、瓦房5、6社排
水管涵工程等市政交通改造工程 5
个。通过不断改善交通设施条件，努力

营造高品质的出行环境，为辖区居民提
供更加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条件。

“坚持项目带动，加快完善城市基
础设施和配套，优化城市功能布局。”空
港新城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
该公司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持续发
力，加快推进民生项目建设，以更高的
工作标准、更有力的工作举措，更安全
的工作流程，不断提高项目建设质量，
全力打造优质工程、精品工程，助力加
快建设美丽渝北，为渝北打造幸福美好
生活新空间贡献力量。

杨晨

渝北悦港北路建设加速预计10月底正式建成通车

以下采矿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年10月18日

采销〔2023〕（巴南）0001号

序号

1

矿山名称
重庆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有限公司巴南区花溪镇

RK1地热

采矿许可证号

C5000002016011110141287

注销时间

2023年
10月7日

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