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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校地合作优势

建设中国西部（重庆）乡村振兴研究院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我们将建好中

国西部（重庆）乡村振兴研究院。”北碚区农业
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这项工作已被纳入今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中。

据介绍，北碚区将充分发挥校地合作优
势，挖掘西南大学乡村振兴专家资源，整合重
庆师范大学、重庆文理学院等高校乡村振兴学
院（研究院）等市内办学资源，组建不少于40人
的专家智库，其中核心专家不少于10人。

乡村振兴研究院将组织编写乡村振兴培
训教材，研发设计乡村振兴系统课程，制定年
度培训计划，并以北碚区委党校、西南大学等
为主阵地，开展重庆市的乡村振兴人才培训。

北碚区还将在区域内选择不同类型乡村振
兴实践，打造静观镇素心村、柳荫镇东升村、澄
江镇柏林村等一批现场教学实践基地。

打造万亩优质粮油基地

建设现代粮油产业示范区
今年，北碚区将打造现代粮油产业示范

区，启动建成集优质粮油推广、智慧农机研
发、休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粟漫东山”万亩
优质粮油基地。

现代粮油产业示范区，建在沿东山环线
的静观、柳荫、三圣、金刀峡等镇，2021年度已
在柳荫试点实施2400亩。

据介绍，该示范区重在“种加销”一体化
的优质粮油生产。在种植上，从全区农民种
植的100多个水稻品种中，选出几个品质好、
最适合北碚区种植的品种，采用绿色种植方
式，进行集中种植；在加工环节，将精心加工，
并打出品牌；在销售上，对口销到北碚区的机
关企业事业单位、学校等。

与现代粮油产业示范区建设相配套，北
碚区将打造万亩宜机化示范区，在静观镇、柳
荫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1万亩，并持续沿东
山环线，在其余镇开展农田宜机化改造5000
亩，使全区的高标准农田覆盖率达到70%。

与此同时，北碚区全面推进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使先进农业技术得到全面运用。
将围绕农业生产的关键环节，培育农机合作
社、粮油加工合作社，为农民提供粮油机播机
收、统防统治、仓储烘干、加工销售等全链条
的社会化服务。

柳荫镇水渠渡槽成为
市民打卡的旅游景点，静
观镇的蜡梅成为市民家中
最喜欢的“插花”……北碚
区的乡村，正在成为城里
人向往的地方。

而这都离不开城乡融
合发展。

去年底召开的北碚区
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要
做好“四篇文章”，城乡融
合便是其中之一。其落脚
点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上。

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
加速推进，紧盯市民需求
谋划发展乡村产业，城乡
人才顺畅有序流动，借鉴
城市经验探索乡村治理新
路径……以城乡融合为抓
手，北碚区乡村全面振兴
新动能持续激发。

城乡设施融合
统筹建设交通饮水等基础设施

以连通城乡的交通主干道，西山环线、东山环线等
一大批“四好农村路”为重点，筑就美丽乡村交通走廊。
这是北碚区在城乡融合中，建设城乡一体化的交通基础
设施的重心。

据介绍，西山环线全长约48公里，起于文干路，止
于碚金路金刀峡景区上口。该路段将原有路面扩宽，并
打通断头路，由过去的4.5米整体扩宽至6.5米，全部进
行油化彩化，串起了天府、静观、柳荫和金刀峡4个镇高
山地区的11个行政村。

这条路升级改造后，惠及沿线8000多名村民，吸引
了50余个大小产业项目以及数十个民宿落地，还引进
了四川美术学院进行校地合作，打造了北碚区首个美丽
乡村示范项目。

在北碚区的农村交通建设中，很多镇都通了高速公
路，村和相当部分的村民组，有了“四好农村路”。目前，
北碚区已累计建成“四好农村路”873公里。

同时，北碚区多措并举，使农村饮水发生了质的转
变和提升，城乡供水一体化管理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据
统计，北碚区已累积投入约3亿元建设资金，建成村镇
集中供水工程78处、城镇水厂管网延伸工程36处，解决
了30.65万人饮水问题，集中供水率为99.7%，供水入户
率达100%。

龙凤桥街道龙车村村民谢荔芝打开水龙头，清澈的
自来水哗啦啦地流了出来。她说：“以前是靠人力去很
远的蓄水池挑水喝，现在方便了，村里家家户户都通上
了自来水。”

以此为代表，在2021年，北碚区就投入9000余万
元，分片区对澄江镇、东阳街道、天府镇、金刀峡镇、静观
镇等农村饮水基础设施进行巩固提升和改善，让2万余
名村民喝上了安全卫生水。

城乡产业融合
聚焦市民需求，加快乡村产业发展

北碚区盯准城市居民的多种需求，通过拓展农业的多
种功能、挖掘乡村的多元价值，加快了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

城市居民喜欢蜡梅，更喜欢到蜡梅园游玩。北碚区
是“中国蜡梅之乡”，围绕城市里的这一需求，北碚区沿
西山环线打造“嘉陵悠谷—梅香西山”万亩蜡梅特色产
业带，在静观、柳荫、金刀峡等镇，新增种植4000亩蜡
梅，打造3个蜡梅精品园。同时，推进实施蜡梅干花、蜡
梅精油提取等项目，拓展蜡梅的功能。

蜡梅特色产业带是北碚区拓展农业功能、发展特色
产业的典范。此外，北碚区还着重挖掘乡村的多元价
值，推动农文旅一体化发展。

柳荫镇在上个世纪农村水利建设中所建的水渠渡
槽，是一道独特的乡村文化风景线。村里闲置的农房，
也有建民宿的价值。北碚区将乡村的这些价值挖掘出
来，引导打造民宿，发展乡村文化与农业融为一体的乡
村旅游产业。

“今年，我们将立足打造成渝地区乡村休闲旅游目
的地的目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当前
已制定并启动了一批项目。”北碚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
责人说，北碚区将推动农业产业景观化，打造田园式、花
园式乡景基地；促进乡村建设旅游化，按照旅游标准建
设农村道路交通体系，完善美化游客集散中心、农村院
落、乡村驿站等配套设施；打造研学实践基地群落，培育

研学实践基地10个；培育“缙云民宿”品牌，培育精品
“缙云民宿”10家。全年乡村休闲旅游接待游客将达到
33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到4亿元。

城乡人才融合
集聚人才和智慧，加快乡村发展

这些天，北碚区党政机关、在碚市属部门、金融机
构、大中型企业职工都在忙着一件事，那就是报名参加
驻村第二书记和主任助理选派。

在向村里派出第一书记后，为加强乡村人才振兴，
北碚区决定再面向全区征集选派人选，向各行政村派驻
第二书记和主任助理。

通过城乡人才的融合，北碚区向乡村集聚了一大批人
才，集聚了加快乡村振兴的智慧。

例如，西南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的专家帮助天府、静
观、柳荫、金刀峡4个镇在旅游线路上的功能做了区分，对
旅游导视牌、景观节点、交通驿站的打造，沿线风貌改造、
路域环境整治、产业发展等进行了统一策划设计。

由四川美术学院专家设计打造的“田园童画—粟漫东
山”旅游精品线路，途经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东升村，使

“乡村艺术化、艺术乡村化”。在这里，随处可见的墙绘、艺
术小品，稍加改造的牛圈咖啡屋等，处处彰显了东升村的
与众不同；北碚区借助重庆蚕科院平台，打造了重庆第一
条以蚕桑文化为主题的产业街，融合了蚕桑知识科普、蚕
桑产品展示等多种形态，展现了浓厚的蚕桑文化积淀。

在城乡人才融合中，北碚区借助区域内的高校人
才，打造出柳荫镇东升—明通片区“重庆市乡村振兴产
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目前，这一基地已由市乡村
振兴局授牌。这个基地的建设，将利用“三个万亩”（万
亩花木、万亩粮油、万亩果蔬）产业基地，推进乡村建设
百年历史展览馆、中小学生社会美育博物馆，打造生态
湿地公园、升级水渠文化公园，加快推动智慧农业和数
字乡村建设。

城乡治理融合
乡村善治夯实治理基础

静观镇素心村在乡村治理中，通过党建引领、民主
协商、辐射落实、监督纠正、同心运转的方式，构建党建

“同心圆”，组建素心清洁队、志愿者服务队、红白理事
会、专业技术服务队等18个村民自治小组；建立廉洁村
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乡情博物馆、乡贤工作站，形成
常态化的网格化治理。

“这一治理方式，是从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志愿
服务管理等经验中借鉴过来的。”素心村负责人说。

在城乡融合的乡村治理创新探索中，素心村实施
“党建素心”“法治素心”“阳光素心”“德润素心”“富裕素
心”五大工程，全面开展市级乡村治理示范村创建，通过
不断完善农村“三治”体系建设，以精准的制度小改变、
资金小投入、措施小调整，实现了素心村的美丽“蝶
变”。这一模式已形成经验并在北碚区复制推广。

借鉴城市基层治理方式，北碚区目前形成了乡村治
理“三张图”：在全区104个行政村推广运用“积分制”，
并把“积分制”运用到人居环境整治、现代粮油生产、特
色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管理等多方面；建立小微权力、村
级事项、公共服务清单，规范村级组织运行；探索“乡村
旅游+村庄治理”“法律驿站+基层治理”等乡村治理模
式。

文/王彩艳 陈佳佳 图/秦廷富

黄
金
香
柳
合
抱
中
的
柳
荫
镇
东
升
村

链接

核 心 提 示

西山环线彩色步道

静观镇素心村向日葵盛放

北碚 城乡融合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