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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万亩宜机化整治示范工程为代表的粮
食生产基地一片忙碌，以“云雾花涧”、绿色农
产品加工产业园为代表的重点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代表的璧北示范片加
速推进……从重点项目建设到产业融合升级，
再到乡村建设拉近城市和农村距离，璧山大地
正舒展出一幅城乡融合的美好图景。

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把协调发展的
璧山故事推向新的高潮。去年以来，璧山立足

“奋力建设高质量发展样板区高品质生活示范
区”目标，把乡村振兴作为发展最大潜力，以城
乡融合作为发展的最高境界，提出“高质量打
造城乡融合新范例”的发展思路，正按照全面
启动、分步推进、样板引路的路径，让城乡融合
发展驶入快车道。

龙头带动打造高水平融合新范例
重点关键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再到城乡融合，
璧山的探索与创新从未停止。

“如果说3年前璧山荣获‘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称号是先行先试的认可，那么如
今提出‘高质量打造城乡融合新范例’，就是璧
山立志成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典型样板的使
命所在。”据璧山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璧山区始终把城乡融合作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牛鼻子”工程，把重点关键项目作为四梁八
柱推进，“云雾花涧”、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项目就是其中的代表。

据了解，云雾花涧项目以七塘镇、八塘镇

为核心，以万亩宜机化整治示范工程为重要抓
手，规划实施万亩梯田改造建设项目，未来将
打造特色粮油、蔬菜等标准园、示范园，联动璧
北、璧南，辐射带动相关产业项目协同发展，以
实现现代都市农业提质增效。璧山将做靓“云
雾花涧”品牌，使之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范
例。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园区，而是城
乡形态重构、产业集聚、要素融合的一个新载
体、新平台。”该负责人表示，除了“云雾花涧”
项目，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城乡融合的新
型载体也在抓紧谋划建设。

其中茅莱仙境生态文旅建设项目将厚植
丰富的山、水、林、田自然资源，有机融合都市
与乡村要素，引入运动、观光、研学、乡居、“五
夜”等多种业态，构建城市生态绿色廊道、城市
人文观景地标、民俗文化展示之窗、都市田园
风景线，打造以生态文旅为突破的城乡融合试
点示范。

“乡愁二郎岗”城乡融合建设项目将着力
打造重庆郊区涵盖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儿童游
乐、教育实训、康养运动、农耕文化、体验观光
等多个板块、有较高水准的乡村休闲旅游目的
地……

从高处谋划，以龙头带动，一个个项目从
纸上跃然地上，标注着融合的高度和力度。

融合联动创造高质量发展新形态
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有声有色

春赏桃李夏观荷，秋闻桂香冬品梅，四季
花开的城市郊区，吸引着一批批市民徜徉在田
野花海之间；网上买菜成为都市新时尚，市民
只需在家中轻点手机，带着泥土清香的各类蔬
菜瓜果就会在当天从农村的田头送到自家社
区……

这是璧山农业产业所呈现出的新样貌：农
业农村和现代都市紧密交织、相融相生。

“要跳出农业看农业、跳出农业抓农业，
把农业发展和城市发展作为一盘棋来考虑，
用现代都市农业串联起城乡共赢。”据璧山
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立
足都市发展需求，璧山区正综合开发农业的
生产、生活、生态多种功能，实现三产融合、
城乡融合。

“依托产业优势和生态优势，坚持农旅融
合的发展思路，是目前璧山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的‘重头戏’。”该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瞄准璧
北、璧南两个片区，这种融合联动正在加速。
其中，璧南片区主要以临空经济区为核心，大
力推动临空物流、临空制造、专业市场集群为
支撑；璧北片区重点以璧北万亩宜机化整治示
范工程为载体，实施万亩梯田改造建设项目，
盘活农村资源要素，推广莲花穴等试点经验，
培育发展乡村艺术集等业态，打造城乡融合发
展示范区。

同时，不断健全全区农业产业体系，围绕
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已启动实施果蔬绿色标准化种植面积3000
亩，推广运用设施栽培、水肥一体化改造等先
进技术2000亩，推广蔬菜新品种30个。加速
推进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启动了福禄镇
全域果园建设策划……

从整体着手，用融合联动，一项项变化讲
述路径和成效，可见融合的深度和广度。

片区推动实现高品质家园新境界
美丽宜居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山乡新雨后，鸟鸣栖枝头。趁着小雨暂

歇，璧山区七塘镇喜观村的幺滩院子和向家院
子村民纷纷走出家门，来到村里的“公园”散
步。“我们村的排屋整洁敞亮，花园里小桥流
水，品质不输城市的高端社区。”人居环境整治
后的新变化让村民自豪不已。

据璧山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整洁规范的原则，坚持
硬化、净化、绿化、亮化、美化的建设标准进行
打造，这里精美雅致的乡村民居已成为璧山乡
村中的一道风景。

而这种新变化还将持续。据该负责人介
绍，城乡融合，生态宜居是关键。去年以来，璧
山坚持“城乡一张图、全区一盘棋”，正持续加
强30个美丽宜居乡村建设，规划推进了璧北
约25平方公里的农村人居环境成片整治示范
片建设，整体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打造规
模化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效应，让宜居乡村的
脚步，从试点示范走向更广袤的农村。

届时，不同类型、各有特色的宜居乡村将
在璧山大地遍地开花，数十个美丽新村成为农
村居民的精神家园，环境洁美、生态优美、生活
甜美、乡风和美的品质家园将串点成线、连片
扩面，一头连起乡村田园美景，一头连起城市
美好向往。

从示范引领，向片区推动，一张张蓝图连
接现在和未来，书写融合的温度和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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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范例 创造新形态 实现新境界

璧山“三新”协奏谱写城乡融合乐章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取得实效

2021年全区义务教育巩固率99.8%，脱贫
户适龄儿童入学率100%；脱贫人口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率100%；全区150个村居饮水工程
全覆盖，集中供水率96%。

●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稳步提升

农产品实现稳产保供。粮食播种面积40.8
万亩、产量16.9万吨，蔬菜种植面积35.7万亩、
产量81.8万吨，实现稳中有增；生猪出栏22.2万
头、产量1.7万吨，同比增长23.5%、26.1%。

链接》》

七塘镇喜观村，智能连栋温室大棚整齐划一

八塘镇凉水村樱桃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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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工
作者为老人
进行健康检
查

重庆老龄化现状如何？
“五大特点”+健康状况“三多”

重庆是全国老龄化严重的城市
之一，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全市 60 岁以上常住老年人
701.04万人，占总人口的21.87%，其
中 65 岁以上常住人口比重达到
17.08%，全市老龄化形势严峻。

市卫生健康委老龄处处长吴长
文介绍，除了“程度深”之外，重庆老
龄化状态还呈现出“增速快、低龄多、
差异大、负担重”的特点。此外，全市
老年人健康状态也不容乐观，存在

“三多”：慢病多、治疗多、失能多。吴
长文说：“多病、高龄、空巢等老人群

体对慢病诊疗、康养调理、生活照料
和慰藉陪护的需求增大，特别是失能
失智老人的长期照料护理供需矛盾
凸显。”

促进老年健康怎么做？
“政策体系+服务能力”双端发力

面对重庆市人口老龄化严峻形
势，开展老年健康促进行动，提升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实现健康老龄化，
我市老年服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市卫生健康委协同市发展改革
委做好重庆市贯彻落实国家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的起草工
作，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出台了《关于

印发<重庆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
施方案>的通知》。为努力构建完善
的老龄健康服务体系，联合市民政局
等7个部门印发《关于建立完善老年
健康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从老年
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
和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6个方
面明确工作举措。同时，会同市民政
局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
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推
进“基本养老+预防保健、疾病诊治、
康复护理、安宁疗护”五位一体的医
养结合工作思路。

在政策体系全面化、系统化、体
系化布局指导下，我市服务能力建设
不断增强：不断加快老年健康服务机
构建设；加强老年健康管理，在全国
率先出台《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
管理工作规范》，推进相关服务工作
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

在大足区，28个项目社区村的常
住65岁以上老年人有一本心理健康

“台账”，里面记录着老人们出现的常

见心理问题和早期精神障碍等，当地
工作人员结合实情，有针对性地开展
干预活动，帮助老年人保持良好的心
理素质。实现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开展老年人心理关爱试点，是我市增
强养老服务能力建设中补充健康服
务供给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了解，我
市在沙坪坝区、大足区选取53个城
市社区和10个农村行政村作为全国

“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实施点。此
外，我市还积极开展安宁疗护试点，
九龙坡区、北碚区、石柱县纳入全国
安宁疗护第二批试点区县，3个试点
区县设有安宁疗护床位70张。

“看病与养老”矛盾怎么解决？
四种模式促进“医养结合”

看病的地方养不了老，养老的地
方看不了病，在传统的养老模式中，
看病与养老的矛盾明显。为了改变

这种短板，吴长文介绍说：“推进医养
结合深入发展，也是重庆在建立和完
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上的重要举
措。”

在渝中区上清寺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2000余平方米的场地内
设有医疗驿站、康复驿站、养老驿站
区3个区，社区的老人们在家门口就
可以享受生活照护、基础照护、疾病
照护、康复照护等一体化服务。这是
重庆市开展“医养结合”的典型案例
之一。深化医养结合，强化“医”“养”
资源有效衔接，在“医”“端实现“医中
有养”，拓展医疗卫生机构老年健康
服务功能，将老年医院、康复医院、护
理院、安宁疗护机构作为区域卫生规
划重点，加大建设力度。同时，加强
市老年病医院建设，提高综合性医院
为老年患者服务能力。鼓励二级以
上综合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增设老
年康复、护理床位，开展老年慢性病
防治和康复护理等工作……

根据“健康中国行动”的要求，在

2022年和2030年，二级以上综合性
医院设老年医学科比例分别达到
50%及以上和90%及以上，三级中医
医院设置康复科比例分别达到75%
和90%。截至去年底，全市二级以上
综合性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的医疗
机构共有93个，占比55.36%；三级中
医医院设置康复科达66.67%，效果
明显。

在“养”端做到“养中有医”，推动
养老机构开展医疗卫生服务，支持有
条件的养老机构开办或内设医疗机
构。通过服务外包、委托经营等方
式，由医疗卫生机构为入住老年人提
供医疗卫生服务。

此外，“医养协同”“居家医养”也
是推进医养结合的重要模式。截至
去年年底，全市医养结合机构达173
家，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实现签约合
作1855对。

按照重庆市卫生健康委等10个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医养
结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的要求，到
2022年，每个区县有不少于1所独立
的老年护理院或依托区县级医院附
设的老年护理院，每个区县社区医养
结合型机构不少于5个，人均预期寿
命达78.5岁。

在今年，重庆市将围绕“健全老
年健康服务网络、强化老年健康工作
举措、加强老年医学人才培养、提升
老年健康素养水平”四个方面重点推
进“老年健康促进行动”。

“大力推进老年健康促进行动，
不断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改善老年
人生活质量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伟大
事业，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全民行动’的老龄工作方针，
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为实现健
康老龄化，提高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贡献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吴
长文表示。

骆丹 图片由重庆市卫生健康
委老龄处提供

在渝中区嘉西村社区，老人们走几步路就
能到社区居委会旁的医疗护理站看病，针对有
需求的老人，医务人员还会提供居家照看服务；
在南岸区花园路街道南湖社区，工作人员定期
来到特殊老年人家里，对其家庭用水、用电和用
气等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或入户排查及时维修
……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按照健康中国
重庆行动提出的目标任务要求，我市从政策体
系、服务能力建设、推进医养结合三个方面做实
做细各项举措，切实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改
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实现健康老龄化。

大足区开展“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