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富街道大学生村官开办的三崇堂青春茶舍 摄/李显彦

初春的清晨，荣昌区安富街道洗布潭村，
柔和的阳光洒在连绵不绝的山丘上。一行行
茶树整齐排列，不时散发出阵阵清香，让人神
清气爽。茶农们背着小背篓，在茶树间来回
穿梭，小心翼翼地摘下今年第一批春茶。

“受气候影响，今年茶叶采摘稍晚一
些，但价格也跟着翻了一倍，创了历史新
高。”洗布潭村党总支书记屈莉德望着成片
的茶树，喜滋滋地算了一笔账：全村茶山今
年可收鲜茶50吨，制成成品茶叶10吨，创
造产值约750万元。

洗布潭村的“茶经”是如何念成的？屈
莉德介绍，首先是优化茶叶品种，将种植、
采摘、加工等一系列茶叶生产流程标准化，
提高市场占有率；其次是调动村民积极性，
引导本地大户成立专业合作社，让茶农“抱
团发展”，全面推进该村茶产业规模化发
展；最后是发展村集体经济，以“公司+村

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推进茶产业
发展，实现农民有股份、集体有收益、村组
有产业、户户有增收。

在洗布潭村的带动下，安富街道茶叶种
植规模由原来的300余亩扩大至2500亩，茶
农也由以前的300余人增加至1000余人。

大美乡村，美在产业。如今，漫山的茶
树不仅变身成“摇钱树”，茶园的风光还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去“打卡”。不少村民还办起
农家乐，吃上“旅游饭”，生活更是有滋有味。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发挥集体经济引
领作用，推行‘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品
牌’经营模式，发展陶、茶等特色产业，壮大
村集体经济，切实实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打造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安富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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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安陶特色小镇 乐享田园美好生活
——荣昌区安富街道美丽乡村建设探索

这里是荣昌陶的主产地，其陶器生产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有“中国西部陶都”之美誉；这里是重庆进出四川泸州的交通
要道，成渝公路、成渝铁路穿境而过，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城市荣昌的西大门……

近年来，荣昌区安富街道积极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机遇，坚持以陶为本、融合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描绘出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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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昌”合作园区
打造川渝合作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钉桩、开槽、搅拌沙石……日前，在安富街道
普陀村，工人们正在修路施工、清理堰塘，一片热
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这繁忙景象的背后，是川渝携手打造“双昌”
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合作园区的“大文章”。

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双昌”合作园区，
是荣昌区与四川省隆昌市围绕粮油、生猪产业共
建的农业合作园区。该园区位于荣昌区安富街
道普陀村和隆昌市石燕桥镇三合村，总规划面积
19.6万亩，其中，荣昌10.1万亩，隆昌9.5万亩；规
划总投资23.74亿元，其中荣昌区内投资10.57
亿元。

据介绍，“双昌”合作园区将按照坡上猪场油
茶（茶园）种养循环、旱地高粱油菜轮作、水田稻
渔综合种养的发展思路进行产业布局，实行“生
产+科技+加工+服务”一体化发展，涉及道路交
通、高标准农田、智慧稻渔基地、智慧示范猪场、
美丽新村建设等30余项建设任务。

“‘双昌’合作园区将通过构建产业生态圈、
创新生态链，吸引人才、技术、资金、物流、信息等
要素高效配置和聚集协作，打造成为内江荣昌现
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样板区、成渝现代高
效特色农业合作示范区、川南渝西乡村振兴先行
区。同时，也将合作园区建设成为丘陵地区农田
宜机化改造示范区、巴蜀美丽宜居乡村示范区，
成为川渝毗邻地区农业合作的示范样板。”荣昌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聚焦》》

“安富场五里长，排列泥精列成
行”……从这首流传千百年的民谣，可一窥
古时荣昌陶的繁盛。

走进荣昌区安富街道，一股浓厚的陶
文化气息扑面而来，随处可见的陶元素融
入到村里一景一物中，渗透到村民的生产、
生活中。

据介绍，荣昌陶器和江苏宜兴紫砂陶、
云南建水陶、广西钦州坭兴陶一起合称为中
国四大名陶。荣昌陶器原产地就在安富街
道，早在100多年前就销售到东南亚地区，
荣昌现在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

“近年来，安富街道依托陶产业和陶文
化的深度融合，打造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
业，倾力打造安陶小镇，建设安陶博物馆、
陶艺展示场所和研学旅行基地等，每年吸
引游客达100多万人次。”安富街道相关负
责人介绍。

安北陶艺村是安富街道通安村发展村
集体经济引进的重点项目之一，由安北陶
瓷有限公司和通安村村集体公司合作开
设。这家工坊由过去的酒厂旧址维修和改
造而成，主要用作开展各类陶艺体验及陶
艺课程培训，展出销售各类陶艺产品，也带

动农户免费学习陶艺，提升就业技能，融入
陶产业发展。

安北陶艺村陶艺工坊采取“前店后厂”
的模式，前店铺陈着精致、典雅的各类陶器，
后厂是员工、村民学习和制作陶艺的场所。

“很多人到这里来学习和欣赏，是我们
展示精美陶器、深厚陶文化的窗口之一；而
招聘村民务工，免费培训村民，能有效解决
村民就业、创业的问题，使更多的人加入这
个行业。”安富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安
北陶艺村为代表的一批陶艺工坊加大了当
地陶文化的挖掘和传承，也为荣昌陶产业

培育了浓厚的发展氛围。
目前，安富街道共有荣昌陶文创工作

室 100 余家、制陶企业 19家，从业人员
3000余人，年产值13亿元。2021年，荣昌
陶文化创意产业园顺利通过我市市级文化
产业示范园区巡检。

下一步，安富街道将紧密结合“陶文
化+”发展模式打造安陶特色小镇，以安北
陶艺村、通安小栖、三矿井等为乡村陶文化
旅游切入点，深度融入中国巴蜀非遗小镇
规划和实施，以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和国家4A级景区为目标，坚定走好“农
旅融合、文旅融合、产业融合、城景融合”之
路，促进文旅特色小镇建设与村集体经济、
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郁郁葱葱的田野、别致精美的农家小
院、干净整洁的乡间村道……行走在荣昌
区安富街道通安村，一股清新、生态、宜居
的田园气息扑面而来，让人流连忘返。

褪去脏乱，留住质朴，让农村逐渐成
为“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的诗和
远方。安富街道通安村三崇堂院落就是
这样一个在人居环境整治中焕然一新的
院坝。

“通安村的三崇堂小院先后走出了数
十位大学生和能人，有18位青年应征参
军。小院取名‘三崇堂’，是指‘崇文、崇礼、

崇信’。建设这个小院，就是为了在村民中
厚植家国情怀，以身边人激励身边人，以身
边事鞭策身边人。”通安村党总支书记邓跃
虎介绍。

曾几何时，三崇堂聚集着57栋房屋，
大多为砖木结构，以前由于年久失修，破烂
不堪，加上排污设施不完善，人居环境极
差。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安富街道在荣
昌区住房城乡建委的指导下，针对三崇堂功
能不完善、风貌不协调的现状，重点实施了整
治庭院、整治墙面、整治屋顶、整治门窗、整治

厕所，着力完善居住功能、提升建筑风貌。
如今，三崇堂院落的每家每户墙体墙

面都整饬一新；庭院美化，地面整洁，不少
院坝修筑起了花台；厕所配置了蹲便器和
节水型冲便器……

在日前公布的第三批重庆市智慧旅游
乡村示范点名单中，通安村等6个乡村旅
游点达到重庆市智慧旅游乡村示范点标
准，被认定为重庆市智慧旅游乡村示范点。

事实上，通安村的蜕变是安富街道美
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安富街道聚焦“安陶人家，富

足生活”总体目标，立足街道实际，全域启
动“三清一改”工作，围绕道路、庭院、院落、
村庄扎实开展“硬化、净化、绿化、亮化、美
化、文化”“六化”治理，整合各类各项资源，
动员多方力量，强化各项有力措施，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最美院落”。

多管齐下后，安富街道村容村貌不断
得以改善。通安村罗家祠院落、黄河坝至
三崇堂沿线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垭口
村集镇风貌改造顺利推进。去年，街道新
增绿化1.2万平方米，维修公共院坝7000
余平方米，完成农房提升380户，实施卫生
厕所955口、三格式厕所138口，受益近1
万人；统筹推进9个村（社区）30个非示范
点建设，成功创建市级绿色示范村庄3个。

打造安陶特色小镇 增强城乡发展互动

实施大美乡村建设 把乡村建成诗意田园

茶树变成“摇钱树”让村民“腰包”鼓起来

三矿井清华大学乡村振兴站、青春旅社、荣昌
陶制作技艺研发中心

三崇堂人居环境整治 摄/李显彦

安陶小镇游客接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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