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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三农”高质量发展之路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1月19日，冬日里的大湾镇金凤村暖阳
高照，连片桃林里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原
来，金凤村党支部书记、生产互助农业股份
合作社理事长路良敏正组织村民们利用冬
闲为桃树除草、施肥、修枝。

在去年，这一片还是无人问津的荒坡，
冬日里只有萧瑟之景。变化，来自金凤村
2020年成为市级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
衔接试点村，借力渝北区深入实施的农村

“三变”改革，让这里的“人”“地”“钱”等资源
要素迅速激活起来，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
的动力。

“过去的金凤村因地处偏远、发展滞后，
近70%的农村承包地被弃耕，村中80%以上
劳动力外出务工，是支柱产业‘空白村’、集

体经济‘空壳村’、老人妇女儿童‘留守村’。”
路良敏介绍，2019年8月，金凤村在“三变”
改革下，对丘陵土地进行土地宜机化整治，
打造了近4000亩横竖交错的经果种植基
地，种上了经济价值较高的夏至糖桃、晚熟
沃柑等品种。

后来，该村又抓住渝北区的“三社”融合
发展政策，成立了金凤村生产互助农业股份
合作社，把资金变股金，通过资金股份化激
活和放大资金使用效益，让700多户村民成
为了股东。

随着“三变”改革及“三社”融合的不断
推进，村民们对这片土地寄托着越来越多的
希望，大家致富奔小康的劲头越来越足。

“像金凤村这样，我们在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中，探索了以‘三社’融合深化‘三
变’改革的有效路径。”渝北区农业农村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区聚焦农民专业合作、供
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创新成立村
级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下设生产合作
部、供销合作部和资金互助部，通过“一社”
统“三部”，在村一级实现生产、流通、信用三
大功能的有机融合。

经过近两年的探索，渝北区已入股土地
7.9万亩，入股资金3890万元，农民变股东
涉及15847户，51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累计
获得授信资金2.5亿元，破解了无人种地、融
资贵、贷款难等问题。

试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探索以“三社”融合深化“三变”改革青瓦白墙蓝天，绿

树流水人家，游客结对
而来……冬日里渝北区
广袤的农村田野，一幅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美丽画卷徐
徐展开。

近年来，渝北坚持在
开展脱贫攻坚的同时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
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让农业农村领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0 年，该区农业
总产值预计38.9亿元，同
比增长10.7%；第一产业
增加值预计27.77亿元，
同比增长2.9%；农产品
加工业总产值预计可达
到97亿元，乡村旅游经
营性收入预计 20.61 亿
元。

如今，渝北“三农”迈
向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农业生产实现了由量到
质的提升，农村发展实现
了由城乡分割向城乡融
合的迈进，农民生活实现
了由追求温饱到全面小
康的转变，乡村产业强了
起来、农村环境美了起
来、农民生活富了起来。

抓住产业振兴的“牛鼻子”——
大力实施10万亩经果林、10万亩生态林“双十万工程”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然而，
从渝北区的立地条件来看，属典型的丘陵山
区，耕地分散且坡地多。这样的条件，无法
实现农业产业大规模发展。

“基于此，我们积极响应市里发展现代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号召，立足改善丘陵土
地条件，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不断提升农业
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渝北区农业农村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

该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坚持以土地宜
机化整治为基础，聚焦规模化、机械化、智能
化、组织化、品牌化、信息化、景观化“七化”
建设，大力实施10万亩经果林、10万亩生态
林“双十万工程”，推进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发展。

位于东河河畔的统景镇江口村，全村
1700余亩土地中，原本在耕土地只有不到
500亩，且主要种植“三大坨”（苞谷、土豆、

红苕）等传统粮食作物，每亩土地综合产出
率不到2000元。

2019年，该村巧借“双十万工程”建设
的东风，所有耕地完成宜机化整治，调整优
化了农业产业结构，将“温饱型”粮食作物调
整为“小康型”经济作物，推动资源优势、生
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在‘双十万工程’建设过程中，我们村
的荒山变成花果山。”江口村党支部书记余
才兵感慨地说。目前，江口村1700余亩耕
地已经全部完成“宜机化”改造，铺设了水肥
一体化智慧灌溉系统，种植优质柑橘3万多
株，套种各类蔬菜500余亩，农业生产基本
实现机械化。

除了在传统农业上持续着力，江口村还
借着“双十万工程”建设的东风，围绕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做文章：布局建设200亩工厂
化循环水养鱼基地和古法酱油酿制坊等重

点项目，拓展产业链。
和江口村一样，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在

“双十万工程”中，探索了零改整、瘦改肥、租
改股等“六改促六变”，全村可耕种土地由原
来的1400亩增加到2350亩，栽植大雅、无
核沃柑、血橙等优质特色柑橘5397亩，同步
引进全自动水肥一体化设施，布局数字农业
系统、微喷灌溉系统，果树达到丰产期后预
计年纯收入可达2000万元。

“如今，我们区的‘双十万工程’推进迅
速，效果凸显。”渝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截至目前，该区“双十万工程”已建
成经果林6.84万亩，大力打造古洛环线、茨
兴线、玉矿线等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功创
建印盒村歪嘴李、放牛坪村梨、金凤村桃子、
乌牛村仙桃李、青龙村柑橘等15个“一村一
品”示范村。

发展思路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目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
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
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重点建设“一区四线一园”（国家
农高区，古洛环线、南北大道沿线、石玉
沿线、印放沿线，川渝毗邻区现代高效
特色农业示范园），大力推进“双化双十
万工程”（“双化”即“宜机化+智能化”，

“双十万工程”即“宜机化整治10万亩、
老果园改造10万亩”），促进全区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
展，加快建成全市乡村振兴引领区、城
乡融合示范区、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
样板区。

重点目标任务
到2025年，农业总产值达到45亿

元以上，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3.1万元以上，农产品加工产值达
到125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
值比达到2.8: 1，新培育“两品一标”和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00个。到2035
年，农业总产值翻一番，农业现代化基
本实现。重点抓好4个方面的工作：一
是加快发展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提
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二是大力开
展乡村建设，补齐农业农村短板；三是
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四
是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
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建设项目
发展布局：“十四五”时期，围绕“一

区四线一园”，重点实施现代山地高效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工程、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工程、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创建工程、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工
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智慧农
业·数字乡村”建设工程“六大”工程，大
力推进农业农村发展信息化、规模化、
机械化、景观化、组织化、品牌化、国际
化、智能化“八化”建设。

“一区”即国家农高区，围绕打造千
亿级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建成西部丘
陵山区特色农业创新高地、成果孵化基
地、人才培养基地、国际合作交流基地。

“四线”即古洛环线、南北大道沿
线、印放沿线、石玉沿线，古洛环线依托
统景4A级温泉风景区、万亩柑橘、万
亩高山绿色蔬菜、樱花小镇等特色优势
资源打造以果蔬采摘、农事体验、养生
避暑为主题的农业示范带，南北大道沿
线依托农业园区拓展区、“巴渝乡愁”、
万亩杨梅基地等特色优势资源打造以
农业观光、民俗体验为主题的农业示范
带，印放沿线依托印盒李花、放牛坪万
亩梨园、南天门森林公园等特色优势资
源打造春可赏花、夏可避暑、秋可采果、
冬可赏雪的农业示范带，石玉沿线依托
铜锣山矿山公园、玉峰山森林公园等特
色自然资源打造以山水风光、高山氧
吧、生态旅游为主题的都市近郊现代农
业示范带。

“一园”即川渝毗邻区现代高效特
色农业示范园，以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为契机，结合川渝两地独特的
自然资源、优势特色产业，建设促进两
地产业共兴、资源共享、市场共建的现
代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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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宜居新乡村——
整治人居环境让人们记住乡愁

绿树掩映，田园恬静，院落整洁……寒
冬里的大盛镇天险洞村廖家湾古村落，呈现
出绿意盎然、红花点缀的乡村“高颜值”。在
这海拔1000米的农家乐里，城里客人既能
体验乡愁，又能便捷生活。

而昔日的天险洞村，老屋闲置破败不
堪、杂物堆积房前屋后、垃圾积垢随处可见，

村庄环境一度“脏、乱、差”。这样的乡村场
景不仅引不来老板投资，就连山上的青壮年
也纷纷下山生活。

如今像廖家湾古村落群这样的“高配
置”，是渝北区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中，打造山清水秀村美、宜居宜业宜游新
农村的一个缩影。

“乡村美不美，干不干净，是乡村振兴的底
色。”天险洞村党总支书记廖有财介绍，该村
2019年启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时，
村里摸索出了一个“两结合诀窍”：利用好村里
的自然景观资源，让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旅游
发展两结合，让游客们能来村里找得到乡愁。

按照“可看、可玩、可参与”原则，该村配
套完善了污水处理和垃圾收运设施，打造避
暑纳凉、生态休闲、花果观赏等特色休闲旅
游模式，形成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
体的生态绿色产业链。如今，天险洞村有21
家农户办起了农家乐，2020年上半年全村
旅游收入600余万元。

与山上的天险洞村相比，山下御临河畔
的青龙村人居环境也毫不逊色。在这里，数
千亩坡地被开垦出来建设水果公园，4公里

长的御临河岸打造成了休闲亲水地，散落的
农房装扮成了巴渝民居风格……

在青龙村的蒋家湾人居环境示范点，这
里的42户农户的大部分农房为上个世纪八
九十年代修建，2018年启动人居环境整治
后，42户人家农房统一整修成“小青瓦、白墙
面，青砖柱，红腰线，青墙裙、大出檐”巴渝民
居风貌。而农房四周的环境也毫不逊色，不
仅有柑橘产业园的大片美景映衬，还有屋前
路边的小花小草点缀，美不胜收。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渝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
区大力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从“五沿”带动向全
域整治稳步推开、从点上示范向整村整镇逐
步推进、从聚居农户向分散农户加快覆盖，集
中打造兴隆镇、大盛镇2个整镇推进示范镇，
实施木耳镇金刚村等48个居民新村建设。

在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里，农民宜居宜
业、游客宜养宜乐，眼下，这样的美丽乡村画
卷正在渝北慢慢铺展开来。

刘钦 陈思
图片除署名外由渝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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