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潼南 城乡融合发展之花美丽绽放

潼南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地，是联动周边、连接城乡的桥头堡城市，同时
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9区县之一。潼南区认真落实中央决策
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加快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

农城乡关系。
近年来，潼南区在大佛街道大佛坝等点上开展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先试工作，坚

持点上求突破，面上稳步推，带动全区面上城乡融合整体发展，成效初显。

党建引领 高位推动城乡融合

天刚蒙蒙亮，大佛坝丰产村的第一书记刘恋就收
拾好出了门，等待他的又是忙碌而充实的一天。

早上，赶到蓝莓种植基地，查看秋季施肥和病虫
害防治工作；随后，与村干部一起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五清理一活动”专项行动；中午匆匆吃个便饭，
便开始走访困难群众，一旦发现脱贫不稳定户、边缘
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及时记录，将其纳入防
贫监测帮扶体系；下午，查看村内公路、人行道、入户
道路的建设情况；天黑前，还要与区委办公室二支部
联系一下，对接将要开展的“支部连线”活动。

身为80后，刘恋虽然才来丰产村一年多，但谈到
村里的情况却是“门儿清”。哪户老人有困难、谁家孩
子回来了打算开个农家乐、村里发展谁有了什么新点

子……他都如数家珍。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已换了
数次，满满记录着驻村工作的点滴。

“刘书记做事贴心、头脑灵活，是个有想法又肯干
的年轻人。”村民们提起他，都是赞不绝口。

在潼南区，类似刘恋这样的“领头雁”并不是个
例。为做好大佛坝城乡融合大文章，潼南区坚持以党
建为引领，高位推动城乡融合。

据了解，潼南区成立了大佛坝新农城开发建设指
挥部，由区委副书记担任指挥长，区政府分管农业和旅
游的副区长担任副指挥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
员，下设综合协调组、产业招商组、规划建设组、环境治
理组、党建引领组、城乡融合组6个专项工作专班，各
司其职、通力合作，全面推动大佛坝新农城建设。

同时，出台《党建引领大佛坝新农城建设10条措
施》（以下简称“10条措施”），制定新农城党建引领城
乡融合示范点建设方案，成立新农城联村党委，选派
区直部门优秀青年干部担任3个村驻村第一书记，吸
纳市场主体优秀经营管理人才进入干部队伍，探索建
立新农城片区村（社区）干部统管统用机制，改造党群
服务中心，设立新农村党校，推动各项改革在大佛坝
集成，力争打造全市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样板。

“10条措施共涉及48项具体事项、27家部门单
位，当前已启动 36项。”潼南区相关负责人说，下一
步，潼南区将严格履行党建引领工作专班牵头单位职
责，推进10条措施落地落实，助力新农城城乡融合发
展，全力建设党建引领城乡融合示范点。

整体规划 统筹策略打表推进

大佛坝片区位于潼南城区西部，总面积8.53平方
公里。看似不大的地盘，却拥有占比80%的蓝绿空间，
坐拥近6公里的涪江生态岸线。岸线内，多处林盘聚
落，其间种植丰富、塘堰环绕、村居淳朴，可谓“城边绿
坝、西岸沃野”。

如何才能充分利用所长，让地理和生态优势最大
化？

高起点、高标准，潼南区统筹大佛坝片区各项规划，
按照整体规划、有序开发、梯度实施策略，打表推进。

“大佛坝是典型的城郊融合类乡村，建筑形态和风
貌与城镇相协调，可承接城市功能外溢。”潼南区相关负
责人认为。大佛坝位于潼南西部农文旅发展片区，是涪
江旅游度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75%的用地属平坝
区域，可引导发展观光农业、体验农业，推出慢生活休闲
街、共享农庄、农家主题院子等农旅结合旅游产品。

并且，借助涪江旅游度假区发展建设的新机遇，大
佛坝可以走旅游产业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乡村振兴之
路，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引领区，进而发展成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中部地区乡村振兴标杆。

围绕这一思路，潼南区以“城市中的田园”为主题，
以“乡村振兴样板和示范”为定位，以建设“千年古郡地、
潼城新田园”为目标，通过“秀、聚、驱、享、兴”五大措施
（秀出山水风光、田园景色，聚山水之气、迎八方之客，构
建农业“研、产、销”智慧链，共享体验+休闲创意+康养
度假，整合资源+整治土地+完善配套+改造风貌+整治
环境），推动“生态修复、产业赋能、美丽乡村”三大行动

计划。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坚持因地制宜、不搞

大拆大建。以新农城项目建设为主轴，以建设涪江休闲
旅游度假区为契机，多渠引流、逐步投入、逐年建设，构
建现代乡村基础设施体系。

具体来说，即按照“三纵四横”交通规划，建设满足生
产生活、休闲采摘、旅游观光需求的道路体系，一体推进

水、电、气、讯等建设及迁改，打造内畅外联交通网络。合
理布置医院、学校、规划展览馆等公共资源，配套康养等
高品质商用私人资源，增强农业体验、观光、休闲功能。

目前，大佛坝片区乡村规划、产业发展规划、防洪专
项规划、水系专项规划、道路交通市政管网专项规划及
共享农田方案、休闲街风貌改造方案等陆续编制完成，
大佛坝新农城“施工画卷”正徐徐展开。

什么是鱼菜共生？顾名思义，根据鱼类和植物的
营养生理、环境、理化知识特点，将水产养殖和蔬菜种
植两种不同的农业技术，通过科学的生态设计达到协
同共生，实现养鱼不（少）换水而无水质忧患，种菜不
施肥而茁壮成长的生态共生效应，是一种达成生态平
衡关系的新型复合养殖技术模式，属于可持续循环型
低碳渔业。

在大佛坝，国内知名有机农业品牌——多利农庄的
鱼菜共生项目正发展得风生水起。200多亩自营、500
多亩与农户合作，该项目快速发展，预计今年底总量将
达到1000亩，为大佛坝现代农业发展再添一笔亮色。

不但如此，多利农庄还与潼南旅投集团共同投
资，打造占地面积约1万亩的秀美田园乡村振兴小镇
项目，该项目重点围绕现代科技农业、乡村旅游、田园
社区等内容，着力探索一条实现农村美、农民富、农业
强的最优路径，最终努力发展成为“产、城、景、文”融
合的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点。

不仅是多利农业，如今的大佛坝，现代农业不断
壮大、新兴业态迅速生长、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初见成
效，呈现一幅“景美如画、产业兴旺”的城乡融合画卷。

当前，大佛坝持续培育壮大基础产业，集中发展
智慧农业、创意农业、休闲农业，建设农业科技现代化
展示基地、都市田园体验基地，今年已流转土地4000
亩，千年良田项目完成约500亩。

利用旧房布局餐饮民宿、共享农庄、手工作坊等
新兴业态。叫响“我在农村有块地”品牌，积极培育订
单农业、农产品电商、特色民宿、共享农场等，推广土
地小规模流转和代种服务，引导村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先后招引培育种植、观光、旅游、采摘一体的休闲
农旅企业13家。

大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城乡产业协同联
动更加紧密。按照乡村振兴和乡村产业布局，推动

“一镇一园”“一镇一景”“一镇一特”建设，已成功获批
国家级油菜制种大县、入选首批市级种业基地。

乡村振兴是发展的最大潜力，城市提升是发展的
最强动力，城乡融合是发展的最高境界。潼南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以高标准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为抓手，大佛坝将加快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全力打造城
乡融合新样板。”

王静 刘廷

整合资源
全力推进产业融合

涪江环绕大佛坝，田园城市入画来 摄/王华侨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天印村一隅 摄/王华侨

产业兴，百姓富 摄/罗列

链接》》

数说成效
截至目前，潼南全区新增公路通车里程2166公

里，村民小组通畅率、行政村通客车率均达100%，区
内路网密度居全市第一；

新改建供水管网90余公里、城乡电网2550余
公里、天然气管网1000余公里，5G等新型基础设施
加速完善；

新增城区学位2万个，新改建乡村学校24所，实
施“百名教师进乡村”行动，成功创建国家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区；

培育壮大小龙虾、中药材、生猪等特色优势产
业，蔬菜、柠檬、油菜产量全市第一；

以区级医院为龙头，整合23个镇街卫生院，组
建为两个医疗集团，全面推行医共体改革，实现医
通、人通、财通，区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

实施“英才潼行”工程，累计引进硕士及以上专
业人才1010名，回引1500余人返乡创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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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 着力突破制约瓶颈
高挑清瘦的身材、简单的衣着、小麦色的皮肤、戴着

一副近视眼镜……王举给人的第一印象略带腼腆。但
一提到地里的蔬果，他侃侃而谈，言语间流露着自信与
豁达。

“这边大棚种的是各种水果番茄，夏天结果的时候

每天都有游客过来采摘。对面大棚种的是火龙果，估计
明年就能大量结果上市了。我们还种有空心菜、草莓和
一些别的常规应季蔬果，目前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50
万元左右。”

从小生活在农村的王举对农业和田园生活有着深
厚眷恋，毕业于农业大学的他在外工作了几年，最终决
定回到家乡，扎根田间。

2016年，他流转了大佛坝20多亩土地，带着全家
人一起干。在相关部门和指派专家的帮助下，王举逐步
上手、发展壮大，从引进水果番茄品种试种，到筛选出适
应当地水土的千禧果系列品种，再到扩大规模至100多
亩，王举迎来了一次次丰收，并带动了周边群众一起增
收致富。

“整体打造大佛坝新农城，首先需要解决是人和地
的问题。”据潼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潼南区坚持改革创
新，着力突破制约瓶颈，重点关注进城农户、不愿进城农
户、城市人才下乡“三类人”，盘活农村承包地、宅基地、
集体建设用地“三块地”，积极探索解决人口集中度低、
土地碎片化严重等瓶颈问题，加速城乡要素资源合理配

置和有序流动。
在人的问题上，潼南区制定出台了《潼南区国家城

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户口迁移办法（试行）》，全面取消城
镇落户限制，围绕创业进城、就业进城、教育进城、医养
进城、居住进城谋划制定实施方案，加快吸引区外及农
村人口进城落户，提高城镇化水平；印发《潼南区“英才
潼行”工程人才兴乡行动若干措施》，鼓励和引导城市人
才返乡就业创业，促进城乡人口有序流动。

在地的方面，则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流转农户承包地，通过宜机化改造，发展规模种
植农业，解决土地碎片化问题；采取“国有企业+集体经
济组织+农户”模式，吸引社会资本、专业运营投资发展
乡村旅游、创意民宿、养生养老等多元化业态，闲置集体
房屋与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按《潼南区农村土地基准地
价》标准作价入股；积极盘活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加快探索入市交易制度。

人口、土地、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让大佛
坝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先试工作步入了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