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组织和产业，乡村振兴也是
一场人才、文化、生态的全面振兴。

破解乡村振兴的瓶颈问题，关键
要做好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同时充
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调动其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
生动力。

去年，垫江回引、选派乡村人才
338人，培养、招募人才125人。成
功创建长龙市级返乡创业园、维安
产业园县级孵化基地、高峰大井村
创业示范街（山村）和返乡创业示范
基地3个。举办专场招聘会45场，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500万元。培
育龙头企业 187 家、家庭农场 678
家、农民合作社887家，建成国家级
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8个、市级示
范农民专业合作社23个。开展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950人，跟踪培育
青年农场主20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垫
江持续开展“康养垫江四大行动”力
促生态振兴。在“清洁家园”行动
中，坚持“户分类、村收集、镇（乡）转
运、县处理”治理模式，创建垃圾分
类示范村90个；通过“绿色田园”行
动，新（改）造林17.7万亩，回收废弃
农膜263.6吨，减量化肥1575吨、农
药 13.9 吨，累计关闭畜禽养殖场
339家，整治规模养殖场292家，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80.1%；开展

“清洁水源”行动，新建城镇主次污
水管网 180 公里，治理中小河流
2.46公里，常态化清漂保洁1330公
里；以“美丽村庄”行动持续推进“三
清一改”改善农村环境条件，完成改
厨1500户、改厕10332户、改庭院
1500户，旧房整治提升2000户，治
理水土流失27.01平方公里，巩固提
升15.74万农村居民饮水，新建“四

好农村路”430 公里、便道 200 公
里，安装庭院灯3900盏，太平镇永
远村、杠家镇大同村入围全市人居
环境整治“百村引领”建设范畴。

与过去农村工作一味强调经济
发展不同，乡村振兴战略将文化振兴
摆到了与产业、人才、生态和组织振
兴等同等重要的位置。

去年，垫江开展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榜样面对面”宣讲活动174
场，举办梦想课堂146场，开展“千
万市民学法律”350场，选派市县级
特派员 62名，组织“三下乡”活动
441场，成功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
活动。建成中华仙草园、石磨豆花
小镇乡情陈列馆2个，大石竹编非
遗传习所上报待批。传承和保护
文化资源，全县文物保护点挂牌、

“四有”档案建立实现全覆盖。精
心组织“晒文化、晒风景”文旅推介

活动，送文化进村 1916 场，打造
“一村一品”文化活动品牌6个，村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
达100%。开展“十抵制十提倡”宣
传，举办“新农村新生活”培训111
场，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
常态化选树身边好人、清洁户等典
型，推进乡风文明，覆盖面达90%。

2019年12月14日，2019美丽
乡村博鳌国际峰会在海南省博鳌亚
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毕桥村
荣获“2019中国最美乡村”称号。同
时，垫江县新民镇明月村荣获“全国
百佳旅游目的地”称号。

两项荣誉加身，可谓为垫江全年
的乡村振兴路径探索，添加了一个有
力的感叹号！同时，这也意味着一个
更高起点的、全新的开始……

农村发展稳中向好 乡村振兴行稳致远

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是解决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必
然要求，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和深远历史
价值。

被称为“巴国粮
仓”的垫江，把实施
乡村振兴作为新时
代“三农”工作的总
抓手。通过实施乡
村振兴“22521”实验
示范计划，为实现乡
村振兴探路。

同时，全县紧紧
围绕农业农村现代
化总目标，按照乡村
振兴战略总要求，强
领导、绘蓝图、夯基
础、聚人气、转动能、
探路径，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稳中向好，乡
村振兴的脚步正行
稳致远。

时值隆冬，垫江县沙坪镇毕桥
村，绝大多数稻田在重新耕犁过后开
始蓄水，为来年水稻春播积蓄能量。

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财富
的象征。片片水稻田，承载着沙坪镇
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希望。

垫江素有“巴国粮仓”美誉。毕
桥村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平均
气温为17度，年均降水雨量1183毫
米，日照1177小时，非常适于优质水
稻种植。

2013年，垫江获国家级杂交水

稻种子生产基地认定，该基地的核心
区就在毕桥村。这块“金字招牌”，吸
引到了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的目
光。卖种子，成为毕桥村农业发展的
重要转折点。

“种稻卖种比种稻卖米的收益能
翻一倍以上，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毕桥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张文辉说。

“土地流转+订单式种植+打工”
的发展模式下，毕桥村村民流转土地
给中一种业，每亩可获租金900元；
同时，村民在市农业科学院专家技术

指导下进行订单式种植，企业按照6
元/斤收购；此外，村民还可以通过务
工赚取收入。

如今，毕桥村及其周边的乐天
村、红旗村，累计有2000多亩土地与
中一种业建立订单式种植合作，稻种
远销东南亚。

锅里有了，碗里才能有。在大力
发展水稻、油菜制种业的同时，沙坪
镇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企业。

在19个村和社区全部成立村级
集体企业基础上，沙坪镇通过健全完

善《村级集体企业运行管理办法》等一
系列制度，建立集体企业财务管理统
一购买社会服务机制，引导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最大限度降低廉政风险。

目前，全镇已有13个村级集体
企业实现营收，实现产值共约2000
万元，预计全年给沙坪镇贡献税收
200万元，预计利润200万元。在把
产值留在沙坪的同时，税收、利润也
留在了沙坪，村上有钱了，老百姓也
能分红，村级公益事业也能尽快有效
配套完善。

优质稻种远销东南亚

多措并举力促产业兴

在垫江乡村振兴的宏大版图中，
毕桥村和其所在的沙坪镇，地位举足
轻重。

按照垫江乡村振兴“22521”实
验示范计划，全县着力打造2个试
验示范镇、2个试验示范片、5个县
级试验示范村和21个乡镇级试验
示范村，探索不同条件、不同层次、
不同模式的乡村振兴实现路径。

其中，沙坪镇便是2个试验示范镇
之一，毕桥村则跻身5个县级试验
示范村之列。

20字的乡村振兴总要求中，“产
业兴旺”排于首位。实现乡村振兴，
垫江人将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围绕发展壮大产业展开。

去年，垫江建设高标准农田4.7
万亩，推广新型机具5000台（套），建

成“互联网小镇”2个、“互联网村”31
个，农网升级改造5个村。

发展垫江晚柚1.2万亩、垫江李
子4.5万亩，引进温氏、正大集团规
划发展生猪50万头，培育“三品一
标”171个，形成垫江晚柚、优质粮
油、绿色蔬菜三大支柱产业。

引进中联农，新建农产品产地
集配中心 1个，延伸产业链条，预

计实现全县农产品加工总产值71
亿元。

打造农旅结合“赏花”经济，预计
实现旅游收入 32 亿元，同比增长
34%。培育农产品电商215个，实现
网上交易额3.4亿元，推动农业“接
二连三”。开展“三社”融合发展试点
12个，培育示范社9个，建成综合服
务社79家。

党建引领共奔致富路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
乡村振兴的探索实践中，毕桥村突
出党建引领，建立了“1+5+12”的
党组织设置方式。即在村党总支
的领导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根据党员兴趣爱好、
技能特长、年龄特征和从业情况，
创新设置了产业服务、环境服务、
民风服务、综治服务、富民服务等5
个党支部，下设12个党小组。这一

体系下，全村党员的岗位、职责更
加明确。

同时，该村探索党员责任区建
设。以“有事找党员、党员帮你忙”为
突破点，在各户院落和菜地落实“党
员责任区”，做到了“户户有党员联
系、时时听到党的声音、处处看到党
的身影”，实现了“哪里有村民需要，
哪里就有党员帮忙”“哪里有工作需
要，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
员，哪里就有坚强的党组织”。充分

发挥出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让群众
跟着学、跟着干。

“党建引领下的组织振兴，是垫
江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垫江
县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陈鹏说。

去年，垫江全覆盖回访调研222
个村“两委”班子履职情况，调整充实
党组织书记 14 名，储备后备力量
608人。采取“1+6”模式，开展支部
主题党日1990余场次。排查软弱涣
散村党组织47个，细化“一支一策”

145条，县领导带队到点指导81次，
解决问题58个。

以党建为引领，垫江扩大“三变”
改革试点村2个，组建集体经济组织
50个，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消除“空
壳村”190个。指导规范完善村规民
约，试点推动“三事分流”，探索建立

“三三连心”服务群众平台、“四民工
作法”等乡村治理模式，村民议事会、
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实现全
覆盖。

全面发力振兴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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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农民丰收节开幕式文艺演出 摄/龚长浩

毕桥新村 摄/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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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农”谋发展，把好日子干出来！
垫
江

垫江晚柚 摄/龚长浩

垫江石磨豆花 摄/程卫华

垫江山水牡丹 摄/李益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