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山区库区强县（区）富民 专家学者聚奉节探新路
10月 17日，“2023在共同富裕背

景下探索山区库区强县（区）富民现代

化新路子”学术研讨会在奉节县举办。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

会科学院、重庆市社会科学研究院的

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研讨山

区库区强县（区）富民现代化新路

子。重庆市万州区、梁平区、丰都县，

湖北宜昌市兴山县等10余个三峡库

区区县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并进行

经验交流。其中，奉节县、梁平区、丰

都县和兴山县分别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打造高品质国际湿地城市、补

齐基层治理短板、强县富民路径探寻

为主题作交流发言，专家现场点评、

支招。

在大会签约仪式环节，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奉节县人民政

府签订《关于合作建设国情调研基地

的协议》。双方将从当地社会经济发

展的历史和现状调查研究、党和国家

重要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的实施情

况等多个方面开展国情调研相关合

作，共同推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探索“一县一策”推动

山区库区强县富民新路子。

此外，大会期间将开展产业调研

和主题调研，专家学者和人民网、新

华网、重庆日报等全国主流新闻媒体

代表一起深入夔州博物馆、白帝城·

瞿塘峡景区、安坪镇下坝社区、鹤峰

乡、草堂镇等地，剖析案例、总结经

验，为全国山区库区高质量发展提供

参考。

从彩云缭绕的白帝城到宛若画卷的
瞿塘峡再到巍巍雄镇三峡的夔门……生
态是奉节最大的特色，绿色是奉节最亮
的底色。近年来，奉节县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战略，奋力探索共同富裕的强
县富民新路子，在绿水青山之间逐梦“绿
富美”幸福生活。

厚植绿色本底彰显自然之美

奉节位于长江三峡库区腹心，是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近年来，全县始
终以最高站位强化“上游意识”，以最实
举措担当“上游责任”，坚持“九治一体”，
推动全域环境质量整体跃升，全力站好
长江母亲河“奉节岗哨”。

水岸同治，守护一江碧水。坚持上
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水陆域一体谋划，
系统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
源保护，紧盯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黑臭
水体等关键环节持续抓好综合治理，长
效化常态化推动长江十年禁渔。全县

“一江五河”水质连续7年稳定保持II类，
实现“一江碧水出夔门”。

林土共治，绘就两岸青山。加强系统
性生态修复，坚决守好守牢1388平方公
里生态保护红线，深入实施“两岸青山·千
里林带”工程，一体推进三峡库区危岩、水
土流失、石漠化综合治理，加快造林绿化、
生态廊道增绿扩量步伐，近三年累计修复
关闭煤矿矿山生态220公顷，建设国土绿
化营造林60.87万亩、国家储备林25.34万

亩，全县森林覆盖率提高到64.05%。
标本兼治，留住蓝天白云。锚定“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狠抓前端预防和末端
治理，严控“两高一资”企业准入，深入推
进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要
节点大气污染治理。2022年，全县城市
空气优良天数达到355天，优良天数比率
连续多年保持全市第一方阵，重污染天
气连续6年“零发生”，空气负氧离子每立
方厘米超4000个，是“中国天然氧吧”

“中国气候宜居县”。

“金扁担”挑起“两座山”

为了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奉节
县因地制宜用“生态+”的“金扁担”，挑起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两座山”，持续推
动产业结构变“新”、模式变“绿”、质量变

“优”，全县生态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
71.8%。

推动“生态+农业”提质增效。立足
日照时间长、土壤矿物质高、立体气候丰
富的资源优势，高、中、低三带布局，培育
脐橙、肉兔、黄桃、中药材等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80万亩，加快从传统农业大
县向现代化农业强县跨越发展。目前，
千万只肉兔全产业链加速形成，“奉节脐
橙”种植面积达到37.5万亩，年产量40.5
万吨，年产值超40亿元，品牌价值由21.6
亿元升至182.8亿元，是奉节县最甜蜜的
产业。

推动“生态+工业”破题跃升。坚持一

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
发展壮大，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弃煤启
美”，摒弃全县财政收入60%的煤炭产业，
加快打造眼镜制造、清洁能源、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等主导产业，创成重庆市眼镜特
色产业示范基地，开工建设总装机120万
千瓦的菜籽坝抽水蓄能项目，200亿级清
洁能源产业集群和眼镜制造、食品加工2
个100亿级产业集群初具规模。

推动“生态+文旅”蓬勃发展。依托全
县365个单体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度融入长江三峡
国际黄金旅游带、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持续唱响自驾行摄、寻迹诗城等“六张
名片”，打造三峡之巅、九天龙凤等A级景
区24个，白帝城·瞿塘峡成功创成5A级
景区，获评“中国旅游百强县”“中华诗城”

“三峡凉都”等称号，成为不少游客向往的
“诗和远方”。近三年累计接待游客690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365亿元，旅游收
入年均增长12.5%。2022年，文化旅游产
业增加值增速居渝东北第一。

推动“生态+科技”集聚成势。抢抓
数字重庆建设机遇，积极开辟发展新领
域新赛道，围绕数据采集、数据标注、电
子商务、短视频制作等领域，建成数字经
济产业园，招引百度、京东、网易等头部
企业41家，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加
快打造区域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标杆示
范，荣获“以科技支撑生态文明”为主题
的国家首批创新型县，数字经济驱动绿
色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持续增强。

绘就绿色宜居和美画卷

奉节县坚持小县大城、内外互动、城
乡融合、融通协作，努力绘就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新画卷。

拓展开放融通空间。加快建设“立
足渝东北、融入经济圈、链接全中国”的
山区库区对外开放枢纽，集聚宜居、宜
业、宜游竞争力，加快构建绿色开放型经
济体系，着力夯实绿色发展载体。

打造生态宜居城市。坚持依山水建
城、以生态营城，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提升
三年行动，协同推进产业园区、生活社
区、商贸街区、人文景区建设，全面推进
无废城市、海绵城市、低碳城市建设，加
快推动三马山、西部新区、高铁生态城等
五大片区串珠成链，全力创建全国县级
文明城市，让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
肌理，打造居者自豪、来者依恋、闻者向
往的美丽家园。

建设绿色和美乡村。坚持把自然山
水、田园风光、历史人文等融入乡村振
兴，以农村厕所革命、垃圾革命、污水革
命为主攻方向提升人居环境，深度挖掘
乡村民俗风情文化资源，建成安坪镇水
驿三沱、青龙镇大窝社区、平安乡文昌田
园等一批具有山水特色和人文内涵的美
丽乡村。

近三年，奉节县累计打造美丽村庄
440个、美丽庭院50个，加快促进农业高
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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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共同富裕与收入相关。收入分配

有三种方式，第一次分配是市场性的分配；第

二次分配是再分配，通过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

等重要措施对不平等进行调节；第三次分配是

公益慈善等方面的分配。目前，不仅要解决城

乡收入差距的问题，更要解决城乡内部进一步

分配的问题。第一，进一步改善第一次收入分

配体系,为更加公正收入分配打下初次分配基

础。第二，改革完善税收体制，逐步增强税收

调节作用。第三，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充分发挥转移支付调节作用。第四，深化公共

财政体制改革。

杨述明（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
聘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庭

院经济”是托起县域共同富裕的“底盘”，要将

家庭制经济单位融入我们经济体系里面，特别

是融合到规划经济里面去。按照经济学结构，

庭院经济在宏观上与政府、市场、企业、集体经

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相联系，从而构成完整的经

济体系。在一个县，城镇庭院经济、农村庭院

经济融入现代产业经济，要把规模型的乡村农

业产业现代化和千家万户的农业产业现代化

结合起来。进行规模性开发和特色农户发展，

以成千上万的特色农户撑起区域发展。

杨果（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农业农村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从重庆的发展现状看，解决区

域差距问题也是解决城乡差距问题。推动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城乡之间区域

之间生产力的有效衔接和深度融合。在产业

发展方面，可以按照差异化产业结构发展路

径，梯次布局园区体系；按照“大产业、大平台、

大招商”发展思路，推动园区规范化专业化发

展；按照“横向协同、纵向贯通”协作模式，构建

跨园区共建共享的内生动力机制。在人口方

面，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农民就

业数量与质量双提升；充分发挥公共政策对增

加农民收入的普惠性兜底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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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区
近年来，梁平全面推进“全域治水·湿地润城”，

做好湿地建设文章，强化生物多样性，开展双桂湖
环湖小微湿地群建设等生态治理工程，划分生态保
育区，建立无人区，建成市民花园、鸟类天堂，湿地
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例入选全国优秀案例。探索特
色路径，将小微湿地与村庄、居民点结合，建成梯塘
小微湿地群100余个、原生小微湿地3530个，有效
涵养水源、净化水质，保留农村原乡风貌，印刻乡愁
记忆。织密湿地网络，引水增“点”，建成赤牛溪等
湿地公园、游园75个；成带延“线”，建成城市小微湿
地带200余公里；连线成“网”，充分利用城区“一湖
四库六水”优质水生态资源，以双桂湖为城市湿地
网络核心，引水入城，形成结构完整、功能连续的近
30平方公里城市湿地连绵体。“湖城相映、田城相
拥”的山水田园城市跃然而出。

丰都县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安则天下

安。近年来，丰都县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党建统
领，以加强教育互助为切入，把党员组织起来，把
群众动员起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
局。抓好上门服务，找准基层治理的薄弱点，算好
人心账，过去10年每年约有1.5万人进城，有26.5
万人外出务工，外出务工最担心的是家里的一老
一小，留守儿童是每个家庭的痛点，把家庭作为社
会治理的最小单位，发挥家庭的最后兜底功能，促
进基层治理从管制思维转变到治理轨道上来，强
化基层自治功能。

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
兴山县是民族团结和平使者王昭君的故乡，

地处鄂西，国土面积2328平方公里，下辖两乡六
镇、88个村、8个社区，常住人口16.6万人。兴山
强县富民的四大发展路径：一是以流域综合治理
统筹推进四化服务发展。多年来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围绕筑牢建设三峡库区绿色生态
屏障，确保湘西河一河清水回长江的目标，与上下
游地区合作，建立了气象灾害信息共享、生态联防
联治机制。二是编制了全县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
发展规划，实施防洪治理工程11公里，投资45亿，
推进水资源保护等20个水建设项目，从根本上解
决了山区季节性缺水的难题。三是实施了国土整
治方面，全域国土整治守住了22.8万亩耕地。四
是发展绿色水电，建成省级小水电区三个，全国示
范绿色小水电34座，获评国际小水电绿色发展示
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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