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实施“四千行动”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示范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蹲点调查·梁平篇

新年伊始，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重庆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现场推进会在梁平区召开，对梁平和美乡村建设
工作给予肯定。

和美乡村，美在图景，更美在行动。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示范区的发令枪已响，梁平开始奔跑。会议以来，梁平区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和
部署，锚定建设农业强区目标，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聚焦产业特色高效、人
才集聚兴旺、民风向上向善、生态优美宜居、组织坚强有力，突出改革驱动、数字赋能，深入实施“四千行动”，推进“十百千万”示范创建工作，加
快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示范区，努力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增添具有梁平辨识度的乡村底色。

春暖花开，梁平区安胜镇龙印村，高标准农田里耕田机
轰隆直响，三五成群的游客在竹林深处的碗米民宿休闲观
光，稚气未脱的学生正饶有兴趣地了解“一粒米”的成长路。

“规划先行，铸就和美乡村新格局。”安胜镇负责人
称，结合“三生”空间划定，龙印村通过编制村庄规划、优
化空间布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乡村风貌，推动民房变
民宿、田园变公园、劳作变体验，逐渐兴起田园游、民宿
游、研学游。

村庄规划是乡村建设的“施工图”，梁平区始终把规
划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道工序。为此，梁平区
下好规划统筹引领“先手棋”，加强部门协同，有机整合涉

农项目、资金及政策，加强镇、村、组三级联动，充分掌握
一线发展诉求。通过村庄规划的统筹作用，整合资源要
素，汇集一线智慧，形成合力，精准发力，释放叠加效益。
探索“规划+”模式，科学布局乡村农业用地、生态用地和
建设用地空间。

一是探索“规划+用地保障”，以乡村不同需求为导
向，完善规划分类指引，精准投放资源要素，推进具有重
庆特色的宅基地平移归并规划模式；

二是探索“规划+乡村经营”，引导乡村盘活村庄“家
底”，推动资源向资产转变，实现百姓个人致富，集体经济
组织壮大的强村富民总目标；

三是探索“规划+风貌引导”，因地制宜，按照优先次
序不同分别打造农业型、旅游型、生态型、综合型等多种

类型的巴渝和美乡村。
先谋后动，规划先行。全区343个行政村（社区）按

需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布局乡村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竹山镇猎神村获评全市首批实用性村，村规划
引领乡村蝶变的案例上报自然资源部。

此外，梁平区还综合施策，用好政策创新“组合拳”，通
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确保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增加的前
提下，对整治单元内现有建设用地实施空间腾挪和整合利
用，有序盘活零散、闲置、低效建设用地，解决土地分布碎
片化、资源利用低效化等问题。通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采取分段分批次规划赋能，建立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市场配置价格机制，有效盘活村庄存量建设用地资
源，促进农村产业升级，带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今年春节，梁平区仁贤街道砂糖橘终于打赢一场“翻
身仗”。过去，仁贤砂糖橘挂果率低、口感欠佳，出现销售
难，几乎遭遇毁灭性打击。

经过3年的精心管护，品牌塑造，市场拓展，今年仁
贤3000亩砂糖橘产量近1000万斤，实现销售收入2000
余万元，带动村民务工创收300余万元，批发价每斤都卖
到了2.6元，实现了产业能级提升。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和美乡村建设的
内在支撑。”梁平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称，梁平区立足
丰富的农业资源、独特的饮食文化、坚实的产业基础，做好

“强一产、兴二产、活三产”文章，持续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夯实共同富裕基础。“逐步走出一条具有梁平辨识度的强
村富民‘新路子’。”该负责人说。

在“强一产”方面，坚决守好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

线，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扎实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
讲好稻子、柚子、竹子、鸭子、豆子“五子登科”故事，以推进
农业“标准地”建设为突破口，建成预制菜原料保供标准化
规范化供应基地40余个，确保粮食生产增面积、增产量、
增效益，不断提升“土特产”含金量。

在“兴二产”方面，梁平抢抓预制菜产业新赛道，以打
造中国西部预制菜之都为切入口，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市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五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建设，加快
构建“三区五中心九平台”预制菜产业生态体系，打造出
一批“叫得响、卖得好”的优质优势品牌。

在“活三产”方面，梁平注重农文旅融合，积极融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携手川渝毗邻七区县，唱响明月
山生态旅游文化节特色农事节庆品牌，深化历史文化（传
统）村落保护利用提档升级，“一遗一策”精准传承发展梁
平竹帘、梁平木版年画等文化遗产和特色文化，不断推动
美丽环境、文脉乡愁转化为美丽经济。

截至目前，梁平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225家，全
产业链产值超过155亿元，全区已形成稻子、柚子、竹子、
鸭子、豆子“五子”资源加工产业集群，仁贤、云龙、紫照、
曲水、和林、安胜等多个乡镇（街道）陆续建成预制菜产业
原材料供应基地，并入选农业农村部2023年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建设名单。在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发布的《2023预
制菜产业基地百强研究》报告中，梁平位列全国预制菜产
业基地百强榜单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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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区明达镇红八村，成片稻田绘就巴渝和美乡村美丽画卷 摄/郑君兴

前不久，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邮政局联合
发文公布第四批“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名单，梁平成
功入选。

“‘四好农村路’是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德政工
程。”梁平区交通局负责人介绍，坚持交通“先行官”定位，
因地制宜推进通组路、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建设，进一
步完善农村公路路网多元化架构，提升“畅安舒美”路域
环境。“实现‘修一条路，造一片景，兴一域业，富一方人’
的目标。”该负责人说。

最近五年来，梁平累计新（改）建通组公路2500余公
里，建成景区路103公里、产业路171公里，全区农村公
路总里程达4818公里，路网密度255公里/百平方公里。

以美育路、以文辅路，梁平区还推进美丽公路建设，
打造了“二环路”“渔米路”“明月山·百里竹海旅游公路”
等特色公路。“渔米路”获评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交通
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交通与旅游融合示范项
目”“全国美丽乡村路”等殊荣。

凭借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网，梁平构建起综合高效
的“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农村快递物流服务网
络体系，整合邮政和顺丰、申通等10余家品牌快递公司
入驻。

“和美乡村，美在建设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化乡
村。”梁平区相关负责人称，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
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为重点，推进
硬件建设，逐步让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把原生
态乡土特点彰显出来，把现代化生活元素融入进去，留住
乡风乡韵乡愁。”该负责人称。

近年来，梁平区积极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在“查、
治、管”上下功夫、求实效，全区累计排查农村黑臭水体
102条，黑臭面积10万平方米，计划投资4000余万元，
确保黑臭水体动态清零，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日前，市生态环境局公布美丽重庆建设典型案例（第
一批），《黑臭水体治理“5653”梁平经验》成功入选，梁平
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的经验做法有望在更大范围内得

到推广。
与此同时，梁平区全区269个行政村常态化开展村

庄清洁行动，全区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6.46%，全区农村
垃圾分类覆盖率100%。

截至目前，梁平实现了农村饮水安全、广播电视、4G
信号、行政村通客率、行政组通达率、场镇天然气、村级服
务中心、区镇村三级物流体系、乡村漫道覆盖、村卫生室

“10个100%”。
“打造高品质农房、高颜值院落、高价值村落。”梁平

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人介绍，梁平积极推进村镇建设项
目，完成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美丽
宜居示范乡镇等市级项目申报。“绘就‘小组团、微田园、
生态化、有特色’的和美乡村新画卷。”该负责人说。

抓点带面，引领示范，全面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目前，
梁平2个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创建全国美丽宜居乡村1
个、全市美丽宜居乡村60个、全市宜居宜业和美乡村3个，
获评全国首批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区。

地处梁平百里竹海深处的竹山镇猎神村，过去因挖山采矿，
以致灰尘漫天飞，地下水渗漏，房屋多处开裂，生态环境遭到严
重破坏。但现在，这里却是群山连绵、翠竹翻浪、游人如织，一幅
恬静闲适的景象。

“党建统领乡村治理，让猎神村变了样。”猎神村党总支书记
陈宗寿介绍，关键时刻党员起好表率作用。党员陈万明带头关
闭了年收入1000万元的矿山，随后村民陆续从矿山退股退工，5
座石膏矿于当年全部关闭，随后划定6.4平方公里生态保护区。

随后，猎神村党总支趁热打铁，构建“党总支+党支部+特色党
小组+党员”贯通链条，示范带动村民修复矿区生态130余亩，改造
低效竹林8000亩，建设多功能乡村小微湿地，将猎神村变为“一湖、
三溪、千亩湿地、万亩竹林”的美丽宜居乡村，发展起了乡村旅游。

“竹山变金山”，猎神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猎神村党总支也因此
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和美乡村，既要见物也要见人，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梁平
区相关负责人称，“和”就要体现和谐共生、和而不同、和睦相处
等，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通过乡村治理，塑造
人心和善、和睦安宁的乡村精神风貌，实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
的全面提升。”该负责人说。

合兴街道推广龙滩村“三心三情三得”工作法，推进移风易
俗，在全街道形成人和善、家和睦、风和顺的乡村新景象。

屏锦镇兴平社区创设“五老调解室”，选用村干部、律师、退
役军人、老党员等担任义务调解员，真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
问题解决在社区、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促进社区和谐。

“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梁平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推广应用乡村治理“积分制”“清单制”“院落制”

“数字化”和“141”基层智治体系，规范建立网格987个，实现网
格党组织全覆盖，创新打造民宿管理、社会化服务等“一件事”场
景应用。“推动‘小网格’撬动‘大治理’、‘大数据’赋能‘微自
治’。”该负责人说。

大胆探索，推进集成改革，梁平成功申报全国探索数字乡村
治理改革试点任务。梁平《探索建立村集体参与农村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及服务项目机制》创新做法还获农业农村部全国推广，
《打造全流程数字化平台提升社会化服务效能》入选农业农村部
2023年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

据统计，2023年，梁平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预计超过
1.8亿元，10万元以上的村预计占比90%以上，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8%左右，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1以下。

图片除署名外由梁平区委宣传部提供

梁平区探索实践“乡村小微湿地+环境治理”模式，持续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

万石耕春·千年良田，无人机操作手在高标准农田进行水稻植播 摄/熊伟

统筹空间布局 绘制和美乡村施工图

提能升级产业 走出强村富民新路子

推进乡村建设 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乡村治理塑形铸魂 塑造乡村精神风貌

梁平区合兴街道龙滩村大力发展梁平柚，进一步带动集体经
济发展 摄/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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