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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产业——
围绕“3+1”特色产业，全区建成8个1000亩中药

材基地、15个500亩中药材示范片；茶园面积达到
12.05万亩，古树茶基地面积达到1万亩，茶叶生产总值
达到7亿余元；方竹笋种植面试达23万亩，产品销售收
入超2.2亿元；“南川米”种植规模达到37万亩以上。

看文化——
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百千行动”试验示范工程。

建设示范镇3个、示范村17个，建成特色乡情馆10
个、村情村史馆100余个；成立全市首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培训基地，建成乡镇文明实践所34个、村文明实
践站244个，入选全国第二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试点区县。

看人才——
开展市级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试点。新增

农村实用人才6700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现代青
年农场主3362人，开展“南川巧媳妇”“南川采笋工”

“茶叶土专家”等培训1414人次。出台吸引人才到
乡村创业发展10条激励政策，累计回引农村劳动力
返乡就业创业1.2万人，引进乡村振兴规划、建设、管
理等领域专业人才269人。

看生态——
2018年，南川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获

国务院通报表彰，2019年考核等次为“好”。2020年
第三方评估结果显示，南川区“已完成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部分任务超额完成”。全区
完成累计31个镇乡规划及184个村村域现状分析及
规划指引，建设“四好农村路”1400公里；创建绿色示
范村庄49个。每年乡村旅游接待人数1600万人次
以上，乡村旅游收入38亿元以上。

看党建——
打破行政壁垒选派乡村振兴第一书记14名，

320余名村级党组织书记、第一书记以及重点储备培
养的400余名村级后备干部、本土人才纳入书记工
作室。38家重点非公企业党组织分别与37个乡村
振兴示范村党组织结成共建联盟，南川区大观镇党
委获“重庆市乡村振兴贡献奖先进集体”表彰。

深耕特色产业 谱好田园牧歌“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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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腊月，南川的茶叶基地迎来施肥节点。
在南城街道松林社区的茶叶基地中，从高处俯
视，一株株茶树汇成一片绿色的海洋，村民们拿
着锄头、提着口袋、端着小斗穿梭其间，在茶树根
部开沟施肥之后，再用土覆盖。

“在我区有机肥替代化肥的试点茶园里，均
采用油粑和畜禽粪便混合的有机肥。天气预报
接下来还有雨雪天气，目前我们正抢抓晴好天
气，有序推进大观镇、木凉镇、兴隆镇等茶叶基地
的冬季管理工作，迎接茶叶丰收。”据南川区农业
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自承接2020年茶园有
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县项目以来，1万亩特色明
显、基础好、产业链条完善的茶叶产业参与试点。

产业是乡村振兴基础。近年来，南川以中药

材、古树茶、方竹笋和南川米“3+1”特色产业为
重点，以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为发展方向，不
断把特色资源变成特色产业，探索农业产业融合
发展模式，做好乡村产业振兴这篇大文章，为实
现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种养提质增效，特色产业基地持续壮大。围
绕有机化种植、规范化种植、标准化种植等有效
举措，立足区域特色，不断提升产业产量、品质、
效益。围绕环金佛山中药材产业带年均新发展
中药材4万亩；按照北部主产茶区、中部名优绿
茶区、南部有机茶核心区布局，新建茶叶基地3
万亩；方竹笋和“南川米”种植规模常年保持23
万亩、37万亩，累计建成蓝莓产业基地4000亩；
获评国家级、市级“一村一品”示范村24个。

加工优化升级，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全面落
实农产品加工补助政策，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精
深加工升级、向绿色化升级、向多业态融合升级，
促进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增效。以重点加
工项目为支撑，嘉蓝悦霖蓝莓精深加工生产线、大
观茶叶紧压茶生产线、金山红古树红茶生产线、特
珍食品方竹笋速冻生产线全面建成，完成金禾米
业、重庆储备粮公司大米加工生产线改造提升。

农业“接二连三”，农文旅融合不断深化。立
足生态、资源和人文优势，按照“景城乡一体化”
发展思路，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城区至
大观园“景村一体、农旅融合”乡村振兴试验示范
带建设，提质“12+N”示范园。目前，全区共有
20个镇村获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市级示范。

书写绿色发展音符 奏响乡村振兴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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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

建强基层组织 用好干事创业“指挥棒”

2020年12月15日，市农业农村委和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公布了2020年度重庆市

“百名新型职业农民”公示名单，金渡中药材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人任小强等4人上榜。

任小强，南川头渡镇前星村人，早些年返乡种
植中药材，以“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模式
在全区种植玄参、黄柏、栀子等中药材达到8000
亩，是当地有名的中药材产业带头人、“中药材大
王”。自2018年8月起，他有了一个新身份——
南川乡村振兴示范村前星村的第一书记。

“我们村就在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优势明显。担任第一书记后，我最想做的就是把
村子里的旅游发展起来。”任小强介绍，此前回乡
创业也是看中这里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优势，现在
村里的中药材种植规模起来了，村民的发展意识
也跟上了，发展旅游的时机到了。目前，该村的露

营基地和前星峡谷旅游项目正有序推进中。
从叱咤商场的企业领头人，到乡村振兴示

范村的第一书记，任小强的身份蜕变仅仅是南
川打破行政壁垒，拓宽选人视野，选派优秀干部
人才挂任乡村振兴示范村第一书记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以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根本遵
循，南川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选准配强农村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破译
乡村振兴的密码。

大海航行靠舵手，乡村振兴靠组织。依托乡
村振兴示范村，该区以“书记工作室”为抓手，全覆
盖建立乡镇乡村振兴“书记工作室”，着力从抓党
建角度破解乡村振兴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把
书记工作室打造成农村基层党建的“工作智囊
团”、农村党务工作者的“培训孵化地”、基层“疑难

问题会诊所”、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的“成果分
享堂”。此外，该区还抓实抓好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专项整治工作，推进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

积极推动村企联盟共助共建工作。引导非
公组织党组织结对村级党组织开展产业扶持培
育、就业岗位推荐、务工技能培训、民生工程援建、
爱心公益志愿服务“五项服务”，利用资金、技术、
人才、信息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高质量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多措并举，持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坚
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分步推进”的
原则，加大扶持力度，创新经营机制，拓宽发展路
径，探索农村集体资源、资金、资产多元化经营，积
极推进不同类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加快乡
村振兴的实施。

绘就生态底色 弹好美丽经济“进行曲”

1月15日，伴着冬日的暖阳，大观镇金龙村的
村民开始忙碌起来，清扫房前屋后的垃圾、修建庭
前后院的绿植、整理废弃的生活用品包装……蜿
蜒平顺的公路旁，一栋栋白墙黛瓦的民居错落而
立，伴着潺潺溪水，一幅声色俱佳的美丽画卷悄然
绘就。

曾经“脏乱差”，如今“洁净美”。近年来，金龙
村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通过实施“四清”

“五改”“三规范”等整治措施，全面提升村庄颜值、

扮靓气质、留住乡愁。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第一

场硬仗。近年来，南川以乡村振兴为统领，以实施
“五沿带动·全域整治”工程为抓手，围绕农村“厕
所革命”、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治理、提升村
容村貌、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工作高质
量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在规划示范上出新。全覆盖编制完成村规
划，合理布局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发展用地，开展

建筑师、规划师、工程师“三师”下乡行动。重点聚
焦沿旅游景区、沿高速公路、沿城郊环线周边区
域，在南北片区分别打造人居环境整治示范片，着
力形成能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带动周边的辐射核
心和发展态势。

在环境整治上求美。立足区位、交通、生态、
民俗等特征，科学划定生态、生活、建设空间，合理
布局村级建设用地，有效引导村民聚集点、乡村旅
游服务点、康养体验点等选址。围绕环金佛山、神
龙峡、山王坪和大观园的重点旅游通道沿线，持续
整治提升人居环境，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示范村
庄。“三合院”“四合院”布局的传统民居、山水交融
的网红民宿、古韵幽静的乡村酒店等乡村旅游设
施惊艳登场……

在长效机制上破题。扎实推进写好绿色文
章，坚持生态宜居与产业富民相结合，以发展休闲
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为突破，让环境整治与产业
发展、生态优良与生活富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按照“可看、可玩、可参与”原则，大力引进城市资
本下乡，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开发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产品。在大观、木凉、河图等乡镇打造了“十
二金钗”大观园等全市乡村旅游示范点，塑造了避
暑纳凉型、生态休闲型、花果观赏型、农家田园型
等特色休闲旅游模式。

振兴“五线谱”

大观镇龙川村蓝莓种植基地 摄/汪新

举办乡村赛事促进农文旅融合 摄/甘昊旻

兴隆镇金花村乡村新貌 摄/汪新南南南川川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