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2日，大观镇金龙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兑换
超市内热闹不已，村民纷纷拿着积分前来兑换需要的物
品：儿童书籍、小说杂志、垃圾桶、洗洁精……

而积分均是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随手可得的，保持房
前屋后干净整洁、参加集体学习、邻里互助、家庭和睦等
都可积分，达到一定分值便可到超市兑换物品。

金龙村党支部副书记张成玉介绍，通过积分制调动
了村民参与移风易俗的积极性，并形成党群之间的互相
监督，全面提升了村民移风易俗、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目前全村465户村民，参与度达到100%。

作为南川开展乡风文明治理的举措之一，这样的积
分兑换已经在金龙村以及其他村社持续了很多年。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这是新时代提出
的崭新考题、面临的重大课题。近年来，南川区以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为抓手，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试点，深入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百乡千村”示范工程，大抓
文化遗产资源传承，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在“铸魂强
根”上精准发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振农村精气神。

“凤江习语”“金山巧匠”“荷仙姑”“巧农夫”“耕读人
家”等一批批播撒文明乡风的本土品牌唱响山乡；

“吼班大哥”“劝和大妈”“知心姐姐”等村民自治品牌
驻扎在村民身边，引导着村民睦邻友好，向上向善；

“一镇一法官”、社区“法律诊所”、“法律明白人”等走
进村社、院坝，触及乡村法治“神经末梢”；

2600个“坝坝加油站”遍布山乡，方便村民随时随地
“充电”“加油”；

各种限宴、禁赌、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封建迷信、推行厚
养薄葬的村规民约，身边涌现的好人好事、榜样力量，不仅上
了墙，还通过多样的文艺演出形式传播到了村民心里……

一项项务实举措正厚植新风正气，一个个陈规陋习
被逐渐破除，淳朴清朗、向上向善的文明新风激荡在南
川广袤的田野间，获得感、满足感洋溢在农民幸福的笑
脸上。 王娟

富精神 乡村有形更有魂

梁大文的三次“搬家”

“土房子改造好了，民宿也要提上日程了。”村民
梁大文笑着说，院子里的土房子经过改造后比一般
的农家乐更漂亮，他又计划着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
花园和观景台，将其打造为民宿。

梁大文是山王坪镇庙坝村村民，因为地处偏僻，
交通不便，产业发展滞后，庙坝村曾是全区为数不多
的市级贫困村。为了“逃离”贫困，年轻时的梁大文
选择到同镇的龙泉村当“上门女婿”。

三山夹两谷的特殊地形将庙坝牢牢锁在了大山
深处，出行难是庙坝面临的最大困难。近几年，村里
的通村路、通社路、入户路等陆陆续续被修通，来到村
里的游客逐渐增多，梁大文决定回来“闯一闯”。

回到庙坝村的梁大文捡起了家传的手艺养起了
中蜂，第一年养殖了30群中蜂，当年卖蜂蜜的收入
就达到5万元。随后逐年扩大规模，2019年，他把中
蜂养殖规模扩大到150群，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

今年，龙泉村被确定为全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村之一，而梁大文家正在全镇的“农旅融合促乡村振
兴”规划之内，他计划着又搬回龙泉村。

“庙坝村的老房子由于生态保护要求，不能进行
改建或重建，借着这个机会，我正好又搬回龙泉村来发
展乡村旅游。”梁大文说，目前，镇里正在修建一条旅游
环线，路修好以后，从庙坝村到龙泉村只要20多分钟，
以后游客肯定会更多。

南川 景美人和产业兴 绘就美丽新乡村

景美人和产业兴，乡村处处好风光。
特色产业念好“山字经”，“3+2”产业蓬勃发展：方竹笋卖到全国各地，中药材

获多项认证，千年古树茶焕发新生机，“南川米好”美誉在外，建成全市首个蓝莓产
业科技园……

把乡村建成大美原乡，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大观原点精彩亮相，特色民宿、乡

村酒店精致宜居，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广大乡村真正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之地。

富口袋又富脑袋，在“铸魂强根”上精准发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大抓文化遗
产资源传承，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提振农村精气神……一个个乡村振兴的精
彩故事正在南川这片热土上演。

兴产业 强壮乡村筋和骨

金秋十月，布局于南川区中部乡镇的蓝莓标准化种
植示范基地，一棵棵蓝莓苗木被整齐地种植在标准的基
质钵体里，每棵苗木间都有或大或小的滴管串联。航拍
俯瞰，数千亩蓝莓苗整整齐齐、成排成列，形成一道美丽
风景。

这里不仅是全市最大的蓝莓标准化种植基地，也是
全市首个蓝莓科技产业园所在地。育苗、科研、保鲜冷
藏、深加工生产线、旅游观光等功能分区明显，是南川生
态农业、智慧农业的典范。

在南川南部，每到清明，德隆镇茶树村总会迎来众多
慕名而至的游客。村里延续了千年的古茶树成了不少爱
茶人士的挚爱，他们像赴一场约会，在茶香四溢的季节不
约而至，前来观千年茶树鼻祖、品茗、体验茶文化。

在茶树村，茶树就是致富树，家家种茶，全村古树茶
产业年产值可达800万元。

在南川北部，以福寿镇大石坝村康茂水稻种植专业合
作社为代表的富硒“私人定制水稻”开始走向全国市场，今
年新出的富硒米上市即售罄，明年的预售已提前开启。

如今，稻田认养模式已在南川福寿镇大石坝村、石溪
镇盐井村等10多个村推广近2万亩。南川“发展绿色优
质稻米私人定制”的做法更是在今年6月召开的南方省份
粮食生产座谈电视电话会议上得到了肯定。

……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被扎扎实实落到了南川

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社，获评市级“一村一品”示范村
15个。

据介绍，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南川区坚持以乡
村产业发展为重心，收紧拳头、突出特色，选点突破、以点
带面，以中药材、古树茶、方竹笋和南川米、蓝莓为主的

“3+2”特色优势产业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链条持续延

展，以“多品种、小规模、高品质、好价钱”为特征的现代山
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局面逐步显现。

2021年，全区“3＋2”特色产业综合产值已达33亿
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实现3.49亿元，特色产业实现规
模、品牌“双提升”。

与此同时，南川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获取
产业的每一滴价值。

主打方竹笋、老盐菜深加工的重庆市特珍食品有限
公司成功创建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重庆华
绿生物有限公司采用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自动化方
式生产优质食用菌；依托传统农业生产而延伸的休闲体
验、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等农文旅融合业态，正在南川34
个乡镇、街道逐渐蔓开……

按照5年规划，到2026年，仅南川“3+2”特色产业这
一项，综合产值就可实现翻番，达到66亿元。

美生态 提升乡村颜与质

农舍白墙黑瓦，美丽的手绘文化墙，标准的垃圾分类
系统，水泥便道四通八达……走进大观镇铁桥村的于家
院子，别致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美得令人沉醉。

“以前的于家院子是破屋旧院，如今院内外的花花
草草和青石栏杆让整个庭院显得古香古色。环境整治
让我们受益。”村民李继寿十分感慨，如今，他用自己的
房舍办起了“兰亭茶语”茶室和农家乐，每到周末都有
游客前来。

2020年，于家院子实施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如
今，村民住上了安全住房、用上了无害化卫生厕所、开通
了户用天然气，生活垃圾实行集中收运、生活污水实行集
中处理，而且农家小书屋、休闲小广场等设施一应俱全。

环境美了，游人多了。这里陆续开起了农特产品超
市、茶体验中心，农家乐也越来越多，美丽环境成为了村
民挣钱的有力资本。

实际上，这些年靠着乡村变美而享受到“美丽经济”

福利的，并不只有大观镇铁桥村、中江村、金龙村这样距
离城区较近的地方，石溪镇盐井村、头渡镇前星村、山王
坪镇庙坝村、金山镇院星村、河图镇长坪村……一大波村
落都正靠着乡村美颜，富足自己的腰包，无论远近。

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近年来，南川区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乡村建设

的着力点、先手棋，加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农
村生产生活环境，有效遏制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夯实乡村
美颜基底。

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南川区累计建成“四好农村
路”1600多公里，行政村道路通畅率达100%，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85%以上，完成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3.44万户，乡村电气化提升工程、村庄亮化、绿化工程全
面实施，创建“重庆市绿色示范村”70个。南川也因此获
评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激励县。

乡村有了颜值，但更需要气质。为此，南川秉承“景

村一体、农旅融合”理念，创新“农村人居环境＋”思路，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生活品质提升、乡村产业富民
以及乡村旅游打造相结合，在打造美丽乡村的同时，也激
活“美丽经济”。

近年来，南川创建市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镇
村20个。2021年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量2024.74万
人次，乡村旅游综合收入实现68.67亿元，同比增长88%。

大观原点项目便是其中最突出的典型。它涵盖游客
集散、特色餐饮、休闲购物、民宿体验、沉浸式游戏等业
态，是重庆乡村振兴示范案例，成为南川景城乡融合发展
的重要支撑，也是农文旅融合、一二三产业联动的引擎。
如今，这里已成为知名的乡村旅游打卡地，是不少市民周
末休闲度假的首选地。

从这里延伸而去，全新规划建设的大观田园新城，一
头连起城市生活，一头连起田园美景，将打造成为体现南
川“景村一体、农旅融合”理念的典范标杆。

强集体 农民增收更稳定

从2019年下半年起，每逢节假日，位于河图镇骑坪
村的漫居·有点田总是客满。这家依托板栗产业而打造
的民宿一问市，便得到了市场认可。骑坪村也借机再发
力，努力打造板栗村项目。

村民靠着板栗村项目，在家门口挣工资、卖特产、参
与入股分红……村民每年户均增收超过2000元，村集体
经济年收益实现10万元以上。

近年来，南川将发展集体经济作为重要抓手，通过深
化“三变”改革、推动“三社”融合，盘活农村集体资产资

源，扶持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村集体不再“空壳”，村民的腰包自然更稳定。像骑

坪村这样的案例也不再是个案，而成为了普遍现象。
峰岩乡探索“农业托管”，在千丘梯田引进农业公司

发展种植业，带动当地脱贫户2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
3000元以上，村集体经济今年预计可实现收入10万元以
上。

民主镇狮子村注册成立劳务公司，帮助在家剩余劳
动力30余人就业，实现户均增收15000多元；创收纯利

润30万元，为村集体增收18万元。
瑞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行蓝莓产业种植订单式合

作模式，直接合作关联种植基地7000亩，通过流转土地、
入股分红、劳务用工等方式，直接带动当地2000多名群
众增收。

……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南川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10986元。

石溪镇南茶梯田，南川米生产基地 摄/汪新

木凉镇樱花园，郊游好去处 摄/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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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运动会，村民参加捉鱼比赛 摄/喻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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