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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长江沿岸的广阳镇，满
目皆绿意，处处是新景。

广回枇杷、潘青桃、猕猴桃等多种
特色优质果树遍布村庄，广阳镇民间
故事会馆、银湖村人居环境建设如火
如荼，产业升级加速推进，村镇环境向
美而行……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近年来，
广阳镇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探索高质量
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如今，厚植“绿色+”底色的广阳
镇，正全力搭上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发
展快车，实现产业均衡发展，现代农业
稳步发展，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一座
绿色宜居城镇，正在长江边上崛起。

壮大特色产业
打造广阳特色农文旅品牌

农田阡陌，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每一个走进广阳镇的人，都会被这里的
田园风光打动。近年来，广阳镇坚定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
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农文旅品牌，吸引越
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广回枇杷可谓是广阳镇的一张
“金字名片”，全镇种植面积突破4000
余亩，实现枇杷销售2400余吨，特别
是其依靠的富硒SOD技术生态有机
种植出的“大五星”枇杷，个大、皮薄、
肉多、味甜，一到成熟季便吸引大批游
客前来采摘购买，让广阳镇摘得“中国
枇杷之乡”美誉，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农
民致富产业。

除枇杷外，如今广阳镇还催生出
多种知名水果产业，形成了以广回
枇杷为核心支撑，潘青桃、猕猴桃等
多种特色优质果品百花齐放的发展
态势，持续擦亮广阳特色农文旅品
牌。

同时，广阳镇还积极围绕特色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大力支持各村围绕
产业需求搭建创新平台，开展关键技
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在进一
步优化提升特色农业的基础上，持续
做大做强二三产业，不断优化产业结

构，夯实发展基础。
当前，广阳镇正积极融入广阳湾

智创生态城建设，加速打造“明月两屏
村居”，并依托毗邻市区的区域优势以
及特色果蔬种植的产业优势等，大力
发展采摘体验、休闲康养、乡村民宿等
农旅融合业态，逐步形成“农旅结合、
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产业格局，促
进城乡资本、客流、货物等要素之间的
流动，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
兴，实现促农增收。

提质城镇面貌
走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走进广阳镇银湖村，平整宽阔的
柏油马路、蜿蜒的盘山步道；440亩水
库碧波荡漾，湖光山色相映成趣；一幢
幢青瓦白墙的农舍隐于山水之间，院
前屋后花果飘香。“生活更方便，住得
更舒心了。”昔日杂乱的村庄焕发出干
净、整洁、有序的新面貌，当地老百姓
津津乐道。

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必由
之路。早在2020年，南岸区便被确定

为重庆唯一一个市级城乡融合发展先
行示范区，作为打造示范区的主战场，
广阳镇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探索
城乡融合发展新体系。

以银湖村为例。广阳镇结合该
村实际情况确定了“生态第一、创新
引领、跨越赶超”的发展主题，同时
积极参与银湖村城乡融合发展规划
编制，建立银湖村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创新联席会议制度；与重庆经开
区、银湖实业公司通力协作进一步
开展了银湖村基础性摸底工作；在
银湖村率先开展农村“三权”退出试
点，为全市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创新
性理论和实践经验借鉴。

与此同时，城乡建设提档升级也
正持续推进中，广阳镇通过收集整理
镇属8个“七个优化”重点项目，大力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现已完成明
月村半边街环境综合整治、明月村公
共厕所及故事基地广场铺装建设、大
佛村同贯山停车场和明月沱社区食堂
建设4个项目，其余4个停车场建设
正有序推进。

厚植生态底色
宜居村镇处处皆是美景

“这红叶石楠真的好漂亮啊！没
想到在主城还能看到这样的美景！”今
年，广阳镇2万多株红叶石楠竞相吐
艳，把田园山水装扮得热烈似火，美不
胜收，成为市民游玩的新晋网红打卡
地。

乡村振兴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
程，在广阳镇看来，乡村的生态振兴是
关键的一环，其不仅是普惠的民生福
祉，也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让美丽生
态变成“摇钱树”、田园风光成为“聚宝
盆”的重要举措。

为此，广阳镇严格开展生态环境
保护，在辖区内积极建设零碳发展示
范点，相继完成银湖村、新六村林相改
造 1100 余亩，森林抚育和新造林
6800亩，栽种树木46000余株，实施

“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项目，完成
森林抚育约1450亩。

同时，广阳镇大力实施“三化”（美
化、亮化、净化）工程，让宜居城镇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目前已全面完成仰
山庙—老铺子片区、谭家湾片区人居
环境整治项目和银湖村社区公园及休
闲旅游步道建设，强化长效管理，全面
完成农贸市场和明月沱社区技校停车
场改造工程，拆违5870平方米，实现
新增违法建筑零增长。

接下来，广阳镇还将以广阳湾智创
生态城、南山明月山生态涵养带、“一岛
一心两屏多廊”生态空间格局等重点项
目建设为契机，全面推进老旧小区综合
环境整治及场镇范围内基础设施提档
升级，探索建设巴渝乡愁文旅体验带，
立足资源禀赋、明确功能定位、注重风
情特色，让宜居村镇处处是美景。

讲好广阳故事
好山好水孕育特色民俗文化

“重庆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在哪
里？在广阳。为什么这称号会花落此
地？毫不夸张地说，广阳镇有民间故
事存量4000余则、歌谣800首、谚语
2000余条。

案板一拍，盖碗茶一摆，每隔10
天在广阳镇政府，广阳故事会便开始
了。

广阳镇民间故事的起源，还要追
溯到很久以前。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
代，广阳镇因紧邻长江，镇里的居民外
出、进城基本依靠水路。在行进的过
程中，纤夫们常常会和船客闲聊自己
的所见所闻，一来二去，这些故事就被

流传了下来。2014年广阳民间故事
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也成为广阳镇的一张“独特名片”。

如今，广阳镇借助广阳民间故事
这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加
大创作力度，用故事、小品、双簧、山歌
对唱等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大力宣
讲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

“自2009年广阳故事大王宣讲团
成立以来，目前累计开展宣讲600余
场次、听众9万多人次。”广阳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

为了更好地传承、传播这一珍贵
的文化遗产，广阳镇还规划建设广阳
民间故事会馆。广阳故事会馆的建
成将为广阳民间故事提供了全新的
硬件设施以及综合展示平台，使广阳
镇的文化资源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以
及发扬。

与此同时，广阳镇围绕广阳故事
会和广阳龙舟会两大文化品牌，谋划
推进第三产业发展，让旅游更具内涵,
让城乡品牌更具辨识度和吸引力。

历史于时序更替中前行，梦想在
砥砺奋进中实现。未来，广阳镇将继
续抢抓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发展战略契
机，走好绿色发展之路，高质量打造生
产、生活、生态融合，宜居、宜业、宜游
的集聚区，打造出一幅现代版“巴渝富
春山居图”。

杨晨 杨燕燕

“产、城、景、人”和谐共进

广阳镇 激活绿色发展引擎 打造现代版“巴渝富春山居图”

银湖村红叶似彩霞银湖村红叶似彩霞 摄摄//钟志兵钟志兵

广阳镇广阳镇““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摄摄//李显彦李显彦

宜居宜业 近悦远来

两江新区全力推动城市品质再升级
金秋时节，走进重庆

两江新区，大街小巷，山

间水边，一幅天清地净、

水清人和的画卷呈现在

眼前。通畅的道路、整洁

的市容、清澈的流水、美

丽的公园……在这里，城

市高质量发展成果得到

了集中体现。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两江新

区城市管理局按照“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全面提升经济品质、

人文品质、生态品质、生

活品质，努力营造宜居宜

业宜游的城市环境，加快

建设国际化、绿色化、智

能化、人文化的现代城市

样板”总体思路，实施城

市品质攻坚提升行动，提

升城市治理能力，形成了

“近悦远来”的生态和人

文环境，生活工作于此的

广大群众也拥有了满满

的幸福感。

黄山大道 摄/张坤琨

金海湾滨江公园

夯实生态之基
“百园之城”魅力显

金海湾公园看繁花似锦，九曲河生
态公园观峡谷溪流，粉黛山公园赏小清
新风景，重庆园博园汇东西园林精品，
两江山地运动公园聚运动文化……近
年来，两江新区绿地率持续攀升，绿色
的生态景观与现代的城市建设相得益
彰，“百园之城”魅力初显，城市品质再
次升级。

城市品质是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
现，城市有品质，群众才有获得感，发展
才有吸引力。为此，两江新区始终坚持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城市发展理念，围
绕群众需求，锚定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
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目标，推进“百园
之城”建设、边坡危岩治理、城市绿化美
化等项目工程，把城市融入自然，把自
然引入城市，夯实生态之基，打造山水
之城。

目前，两江新区已建成主题公园、
生态公园、社区公园共计131个，公园数
量和密度均处于西部前列。

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
便，是城市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重要评判
标准。

“几年来，很明显的感受是城市环
境越来越美，便民设施越来越多，生活
越来越开心。”看到原来杂乱无序的林
下空间经过升级打造后成为面积超过

6000平方米的社区公园，在家门口就可
以在绿树下草坪旁健身休闲，两江新区
星汇社区的居民张大姐十分满意。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6月，两江
新区参照“河长制”“林长制”的工作流
程和标准要求，在全国首创“公园长
制”。设立“区级、街道级、社区级”三级
公园长体系，由两江新区党工委、管委
会主要领导担任总公园长，副总公园长
由分管委领导担任，每一个区级重点公
园都由两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担
任公园长，由公园长负责公园的日常管
理、资源保护、提升改造等，并定期巡
园，以实现“管绿护绿、增绿提质、还绿
于民”。目前，全区已建成的131个公园
中已有97个公园纳入公园长制管理，各
级公园长已完成巡园529次。

打造智慧城管
城市治理现代化

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运转一刻不
停，高楼林立、车辆众多，道路交错、人
来人往，林木茂密、河道纵横……如何

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如何维护良好市
容市貌？如何保障城市交通顺畅？如
何确保市民生产生活安全有序？

“必须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由于区内建筑、设施、人口不断增多，城
市治理不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并且要
不断创新管理机制和平台。”据两江新
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两江新
区围绕城市治理需求，不断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增强信息采集、交流、发布、共
享等功能，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
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重点打
造智慧城市管理系统，以“智慧城管”助
力“智慧城市”建设。

其中，智慧公园管理包含智慧报
警、智慧导游、智慧灌溉等10多套子系
统，成为公园长的“数字小帮手”；智慧
交通系统实时覆盖3万余辆（艘）客货运
车船……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
化，两江新区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建成运
行后，其示范引领作用日趋明显。

据统计，2022年1至9月，两江新区
数字城管主动发现城市管理问题约

17.79万件，立案约17.65万件，处置率
97.61%；“12319”城市管理服务热线民
生服务系上报案件 3906 件，处置率
99.49%；危险源监测系统监测报警信息
77次，通知报警信息77次。依托数字
化平台，两江新区完成了信息收集、处
理、反馈、监管，人防、物防、技防同时发
力，将精细化城市治理延伸到了全区的
各个角落。

目前，两江新区正加快推进智慧城
管指挥运营中心建设，着力构建适应新
区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一网统管”“一屏
通览”“一键联动”的城市综合管理服务
平台，以进一步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
平，为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稳抓项目建设
增强群众获得感

全面完成三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
理，改善河湖水质，打造“水清岸绿、鱼
翔浅底”的河网水系；

贯通大竹林—礼嘉—悦来—水土
滨江步道，“两江绿道”已建成投用300

余公里，串联起35处公园和城市重要节
点；

完成金州商圈、人和立交等重要窗
口节点和门户通道景观提升，完成50余
公里老旧围墙“推墙见绿”工程，形成

“特色彰显、精致靓丽”的城市窗口；
完成金海湾公园、金渝沿线等夜景

灯饰靓化，完成火车北站南广场世纪同
辉大酒店和交通开投大厦景观照明提
升工程，“灯明夜美”展示城市文化内
涵、体现城市活力……

近年，两江新区采取各种务实举
措，稳抓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城市更新
提质，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城
市样板，让人民群众拥有了更多获得
感。

为更好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两江新区明
确，要牢记殷殷嘱托，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战略站位，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
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在重庆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展现两
江担当、实现两江作为。

为此，接下来，两江新区将进一步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敬畏历史、敬畏文
化、敬畏生态，用好城市哲学、城市美
学，按“一园一品”实施各类公园建设并
开展城市花境、坡坎崖绿化，增加绿色
本底；继续推进两江绿道建设，串起两
江新区城市公园、生态绿地、商业聚居
区、人群居住区和公共交通枢纽，方便
市民健身休闲出行；开展人行道完善提
升、路平整治、隧道口及周边环境提升
等行动，提高出行舒适度；消除环境卫
生死角，规范治理占道经营、占道停车、
违法建筑等行为；提升城市经济品质、
人文品质、生态品质、生活品质。

“对标城市建设升级版和城市品质
攻坚提升行动，我们将推动城市管理向
治理转变、公共绿化向文化转变、交通
便捷向快捷转变、服务功能向效能转
变、城市营销向营收转变，全面推进‘二
次创业’，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走得更
稳、跑得更快。”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张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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