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态各异、绝壁环绕的蓄水矿坑，连绵起伏的青山，成
群结队的飞鸟……渝北区石船镇石壁村就在这如诗如画
的风景里。

2015年，石壁村居民新村启动建设，2017年首批村民入
住，到2020年，151户村民全部住进了宽敞舒适的新房子。

搬进新房子，是生活环境的改变，也是生活方式的改
变、生活品质的提升。

石壁村村民谢小兰开心地说：“晚上有空的话我就会
去村里法治广场跳坝坝舞，可热闹了！”不过，最让她“念念
不忘”的还是村里的“盛事”——打糍粑比赛。

打糍粑比赛这一天，新村里的居民带着自家泡好的糯
米全都来了，加起来有200人左右。这些人被分成4支队
伍，比拼哪支队伍打的糍粑大、糯、香。

蒸好的糯米倒进石臼，有舂的村民开始杵打，争先恐后、
你来我往，旁观的村民加油打气，一片欢声笑语。糯米的清香
飘荡在空气中，就像村民的生活，和和睦睦、甜甜蜜蜜。

石壁村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我们已经举办3次打糍粑
活动了，类似的活动我们平时也经常在做，村民们都很喜
欢，表现得很积极。”

建设居民新村，不仅是砌砖盖房、美化环境，更需要构
筑和谐文化、营造文明氛围。

石船镇石壁村建起了平安驿站，专门设有“五和”调解
室，着力打造党建引领下的“三治”融合模式，实现人心和善、
家庭和气、邻里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将调解双方请
到调解室，同时邀请村中较有声望的村民作为调解员，既削
弱了执法性、减轻村民心理压力也强化了调解效果。

而在古路镇草坪村，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慈孝楹联，
甚至许多村民家里的墙上还挂着慈孝挂历，挂历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讲解“百里负米”“亲尝汤药”“弃官寻母”等二十
四孝故事……慈孝故事如春风吹拂家家户户，如细雨润泽
古路乡村；大盛镇天险洞村组织开展“畅晚庭”畅谈心声、
游园活动、义诊服务、文艺下乡、农技知识培训等活动，为
村民送去丰富多彩的暖心服务……

渝北洛碛镇、龙兴镇、大湾镇、统景镇、大盛镇、木耳
镇、兴隆镇、茨竹镇、玉峰山镇等也都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让居民“和”文化中安居乐业。

住进好房子，住进幸福生活。今年，渝北区还将有大
湾镇河嘴村河屋嘴院子居民新村、玉峰山镇环山村大坪寨
子居民新村等5个居民新村竣工；石船镇石壁二期居民新
村、古路镇唐家河居民新村、木耳镇土桥湾居民新村等9个
居民新村开展预算编制、设计、施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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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新村建设是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
内容之一，是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提升农民生活质
量的重要途径。

建好居民新村，规划要先行。《渝北区农民聚
居区建设方案》明确，要严格控制建设风貌，每户
占地面积不超过125平方米；尽量选用砖混结构
或砌体结构，配置畜禽养殖圈所、沼气池、晒台、农
具储藏等功能房。

“城市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
盖。”渝北区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居民
新村要通过道路、供电、给水、排水、广播电视和通
信“六通”，以及小广场、便民商业网点、医务室、垃
圾收运站、农家书屋、幼儿园的“六有”完善，给村
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便利，“同时还着力于小区化建
设、智能化管理，村民搬来这里，生活和城里人没
啥区别。”

2020年，渝北区村镇建设服务中心牵头起草
《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试点助推居民新村建设
工作方案》，进一步为各镇街居民新村建设提供指
引。木耳镇、石船镇、玉峰山镇也分别于2020年8

月、2020年12月、2021年1月印发了《木耳镇新
乡村项目区域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助推居民新
村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石船镇矿山公园片区农房
整宗地收益权收储试点助推居民新村建设工作方
案》《玉峰山镇环山片区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助
推居民新村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全力推进居民新
村建设工作。

建设居民新村有标准，却也要体现个性化，避
免千篇一律。“每个新村都要有自己的概念和亮
点，成为乡村风景的一部分。”渝北区村镇建设服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此，渝北区始终注重挖掘当地乡镇的特色
内涵，结合当地自然地理条件，体现农村个性魅
力。

例如，茨竹镇放牛坪聚居区位于AAA级风景
区放牛坪景区，森林覆盖率达92%。景区坐拥
4000亩南天门原始森林公园和重庆市最大的万
亩梨子基地。

依托放牛坪景区，渝北区将这一聚居区打造
成了一个旅游服务型居民新村，分为休闲度假区、

梨园观赏区、林野游览区、滨水娱乐区、特色农产
品展示和销售区、特色餐饮区等。

当地村民王云说：“我们不仅享受到了更好的
居住环境，还能兼顾发展旅游接待，增加收入！日
子越来越红火！”

将于今年底全面竣工的木耳镇新乡村向阳居
一期居民新村也独具特色。

该项目位于新乡村34社，紧邻201国道和南
北大道，距离两路城区仅3公里，交通条件便利。
因此在风貌设计上，向阳居一期既不抛弃乡土本
色，也不割裂于城市——浅山竹廊与高品质洋房
相映成趣，“兰竹梅”、“孝文化”等景观更为其增添
了中华传统文化韵味。

该区域的居民新村建设还是渝北区木耳新乡
村农旅融合示范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据木耳镇
相关负责人介绍，渝北区木耳新乡村农旅融合示
范项目总面积约1.5万亩，将着力打造以田园为本
底，现代农业、康养、休闲、研学、乡村创客等产业
为支撑，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丽乡村
综合体。

9月21日下午，在渝北区玉峰山镇环山村三
楼会议室，一场自建委员会会议正在进行。

“我们大坪寨子居民新村今年底就要交房了，
今天召集大家来讨论一下选房的要求和标准。大
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环山村党总支副书记杨隆洁话音刚落，大
家就纷纷发表自己的建议。“拆了房、搬了家的
村民是肯定要满足的。”“当时有些村民首选的
就 是 大 坪 寨 子 ，到 时 候 可 以 优 先 考 虑 他
们。”……委员会成员畅所欲言，最后讨论形成

了一份细则草案。
选房是大事。事实上，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村

民们有意见、有需求，自建委员会就会共同商讨、
做出决策，这是自开展居民新村建设以来环山村
一以贯之的原则。

据介绍，大坪寨子居民新村为多层建筑，占地
面积45911.7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2134.44平方
米，可容纳144户居民入住。今年8月，样品房建
好后，环山村的村民们迫不及待前去“考察”。无
论是坡屋面、米色外墙，还是户型布局、管网铺设，

都获得了村民们的连连点赞。
不过，村民们提出了一点意见：楼梯踏步太

窄、高度也有些高，真正生活的话有些不方便。
收到反馈后，环山村自建委员会迅速召开了

会议，并表决同意了将踏步宽度由220毫米改为
240毫米、高度由187.5毫米改为166.7毫米。随
后，自建委员会找到施工方，协调解决了这一问
题。

不只是玉峰山镇环山村，在渝北区的兴隆镇、
木耳镇、石船镇、大湾镇、洛碛镇等辖区11个镇都
有这样一个自建委员会。社长、书记、党员代表、
普通村民都有机会加入其中，为新村建设建言献
策。通过这样的反馈渠道，村民建设新村的意愿
更强烈、主动性更强，新村发展也越能满足老百姓
的需求，实现更大价值。

居民新村为民建，问需于民知冷暖。渝北区
的这一理念也充分贯彻在配套设施的规划和建设
中。

在木耳镇金刚村居民新村，80多岁的村民倪
尔秀熟练地拨通了村互助养老点饭堂助老员的电
话。没多久，助老员为老人送来了木耳肉片、豆腐
青菜汤和一碗米饭。

“村里的年轻人要么在城里安了家，要么早出
晚归进城务工，留下老人独自在家。”金刚村相关
负责人说，村里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建起了互助养
老点，办起了空巢老人饭堂、议事堂、澡堂、休闲娱
乐室、健康照护室和健康呼叫中心等“三堂二室一
中心”，可为村民提供民主议事、邻里互助、文化娱
乐、亲情联络、健康理疗、生活照料、志愿服务、紧
急救援等服务。

画好“规划图”新村各放异彩

倾听“心里话”满足百姓需求

倡导“和文化”构筑文明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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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 建好居民新村“住”进幸福生活

平整美观的沥青路、错落有致的绿化、宽敞洁净的院坝、灰瓦白墙的
农房……新村的每一处都让人赏心悦目。“没想过能住在这么好的房子
里，村里环境也这么好。”渝北区统景镇前锋村村民邓世友说，现在自己
每一天都幸福满满。

住得安全、住得安心，是许多农民的愿望。近年来，渝北区紧扣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总体要求，完成农村C级、D级危
房整治5.5万户，实现了C级、D级危房动态清零。近5年来，累计投入资
金约6800万元，大力推进52个居民新村建设。

目前，38个居民新村已竣工，覆盖了渝北区9个镇，惠及1545户村
民。万里晴空下，整洁屋舍里，幸福生活触手可及、真实可感。

美丽宜居的木耳镇学堂村居民新村

石船镇石壁村美景

建设中的玉峰山镇环山村居民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