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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乡村形态快
速演变的阶段。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
建设乡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
题。”如何答好这道必答题？涪陵早有探
索。

寒冬时节，走进江北街道二渡村，穿
过绿油油的青菜头田间，但见一座精美小
院——门前草坪铺地、花草点缀，摇椅、茶
台错落其间，洁白的外立面嵌入几扇大窗
干净整洁。这是二渡村盘活闲置农房后
外租的第一座小院。

盘活闲置农房，是江北旅游区管委会
和江北街道采取“农户+村集体+企业”利
益联结模式，探索的一条乡村建设新思
路。

“小院外环境装修所花费的25万元，
都由江北旅游区管委会承担，租金也才16
元每平方米，首批入驻还有优惠。”小院承
租者刘璞介绍到，二渡村自然环境、基础
设施条件都很好，对其传媒公司运营而
言，更方便素材拍摄与出片。

在这样的乡村建设新思路下，村集体
以20年为期、以20平方米一股的形式收
储村上的闲置农房，由江北旅游区管委会

划拨350万元专项资金对房屋外立面、周
边环境、入户道路等外环境进行打造，再
由村集体转租给单位企业获得收益；入股
村民除每年可以有每股200元保底收入
外，还能按股参与转租收益22.75%的股权
分红，对全村村民来说，每年还可以参与
转租收益5.25%的集体分红。

据悉，当前二渡村已盘活闲置农房
1980平方米，直接受益农户15户，在建设
美丽乡村的同时，切实让老百姓的钱袋子
鼓起来。

二渡村的乡村建设路径探索，仅仅是
涪陵建设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涪陵坚持把乡村建设和乡村
治理作为推进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两
个重要抓手，落实规划引领、生态优先、内
外兼修、共建共享，实施全域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全面提升乡村面貌，促进乡村振
兴实现新提升。

做优“宜居”文章，扎实推进乡村建设
行动。投入资金3278万元，启动龙马大
道沿线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带，涉及沿线4
个乡镇街道近30平方公里；并通过自筹资
金，完成1089户农户三格式户厕改造，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9%，同步推进道
路、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
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做实“人和”文章，不断深化乡村治
理。坚持完善党建引领下的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
深入推广运用乡村治理“积分制”，把治理
农村高价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薄养
厚葬等纳入“积分制”重点内容，持续推进
农村移风易俗，全区233个涉农行政村

（社区）纳入积分制推广运用、占比59.3%，
全面推广运用乡村治理“清单制”。

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
到“内涵美”，涪陵区还将蔺市街道、马武
镇、青羊镇、同乐镇等7个镇街800余平方
公里规划打造为全区农业农村发展重点
区域和城乡融合发展主战场、全市巩固拓
展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示范样板。当前，

“马武镇—蔺市街道片区”成功纳入第三
批市级乡村振兴示范镇。

涪陵 激活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澎湃动力

为乡村插上“科技翅膀”——

加快现代农业科技进步发展，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关键。

近年来，涪陵坚持“科创+”“绿色+”发展路
子，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深化农业科技创新，
积极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积极构建农业科
技和推广服务体系，切实给农业插上科技翅膀。

2022 年，涪陵区成功申创“创 20”全国农村
创业创新合作机制成员单位，获批与西南大学共
建市级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区县；成立国家生猪
技术创新中心涪陵推广中心；十字花科作物根肿
病生防研究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油菜菌核病生物
防菌剂示范获得初步成功。

同时，发挥科技创新资源优势，在蔺市镇泡
桐村开展“数商兴农工程”试点示范，发展“数字
农业工厂”，建成智慧农业应用推广基地2个，建
成市级互联网小镇4个，完成益农信息社181个
标准站、150个专业站点建设。

为村民送上“文化大餐”——

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近年来，涪陵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广泛开展城乡文化互动
和流动文化进基层活动，共送演出、展览、讲座、
图书等流动文化进基层活动300余场次。

同时，深入挖掘乡情乡史，充分展现农耕文
化和民俗风情，激发农村广大群众对美好家园的
归属感、自豪感和幸福感。今年新建南沱睦和
村、江北二渡村等5个乡情陈列馆，打造了南沱
睦和村龙眼文化节、马武方碑村梨花节、焦石镇
焦石民歌节、蔺市连二村庆龙节等10余个“一村
一品”文化活动。

田畴起欢歌 沃野绘新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新作为。一年来，涪陵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前提，围

绕“守底线、抓衔接、促振兴”工作总基调，切实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大力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稳住农业基本盘，持
续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广大农民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乡村振兴步履铿锵。

如今，放眼涪陵乡村，一片清翠待春风，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老百姓在这广袤土地间恣意描绘着共同富裕的图
景，澎湃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无限活力与激情。

筑牢底线思维 补短强弱办好“田间事”

冬闲时节人不闲。连日来，美心红酒
小镇泡桐村国际生态农业旅游示范区热
闹非凡，挖掘机正在进行葡萄基地“坡改
梯”“零变整”宜机化改造。

“这是葡萄种植基地第四期地块实施
的改良土壤治理修复耕地项目。”现场技
术人员介绍，目前正对已整治好的土地撒
生石灰，以改善土壤品质提升耕地质量。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耕地是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以来，涪陵切实
加强耕地用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严格管控“非粮化”，实施“千年良田”
建设工程，完成闲置土地复耕复种2.8万

亩，完成耕地宜机化整治1000亩，建设高
标准农田3万亩，启动丘陵山区高标准农
田改造提升示范2.5万亩，全面巩固提高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仓廪实，天下安。我国是农业大国，
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年来，涪陵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
线，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千方百
计稳定粮食生产，全区粮食播种面积
141.02万亩、产量44.39万吨。高效完成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5025亩，
种植油菜4.6万亩；发挥涪陵作为蔬菜（榨
菜）、生猪供给大区作用，种植青菜头73.1

万亩，预计全年出栏生猪超70万头、家禽
超950万只，全年畜禽肉产量市场稳定率
达100%。

同时，拿出攻破“卡脖子”技术的干劲，
出台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做好农业种
质资源保护，育成水稻新品种5个、榨菜“双
低”新品种1个、宽柄芥新品种1个、菜麻新
品种1个。渝东南农科院成功创建市级农
作物品种测试与特性鉴定基地、市级水稻
种业创新基地、市级榨菜种业创新基地。

此外，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的底线，涪陵区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
求，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建立“12653”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体系和“9有9无4
高”村级监测帮扶工作标准，按照“组排
查、村核查、乡会商、区会审”程序，对符合
条件的农户及时纳入监测帮扶对象。

今年以来，新识别监测对象 304户
858人，累计标注监测对象1115户2959
人，消除风险552户1431人，未发生返贫
致贫；投入资金1222万元，实施饮水安全
项目12个，受益人口16.2万人，全区农村
自来水入户普及率达95%；开展临时救助
1894人次，累计支出 235.54 万元；农户

“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实现动
态发现、动态解决、动态清零。

聚焦特色优势 提质增效念好致富经

近段时间，涪陵乡村到处一片青翠，
村民们正抓紧给青菜头施肥浇水。“由于
遇到干旱天气，青菜头苗移栽比往年延迟
了1个月左右。”百胜镇齐曲村村民刘天国
介绍，今年种了20亩青菜头，当前青菜头
苗移栽工作已全部完成。

刘天国所在的百胜镇是涪陵区榨菜
种植和生产加工的大镇。为降低今年的
不利天气影响，该镇加强科学调度、做好
抗旱育苗技术指导，落实701个山坪塘、3
座水库、132口水井等灌溉水源调度，确保
菜农自主育苗和直播育种的用水需求。

榨菜是涪陵的一张名片。近年来，涪
陵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壮大

“2+X”特色产业集群，聚力打造榨菜、中
药材两大“百亿级”全产业链集群，做强小
规模、多品种、高品质、好价钱的农业特色
产业，培育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体验等新
产业新业态，促进农业“接二连三”，推进
产业特色化、集约化、融合化。

今年以来，全区发展种植青菜头73.1
万亩，实现榨菜产业总产值132.8亿元；新
增中药材种植面积1万亩、累计达10.4万
亩；预计实现果品产量22.68万吨，完成蚕

桑发种6.5万张、蚕茧2400吨。
特色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利

益联结才是富民强村的重要手段。涪陵
持续深化农村“三变”改革和“一个保护
价、两份保证金、一条利益链”联农带农利
益联结机制。一年来，全区累计发展家庭
农场1197家、农民合作社1270家，新增农
村“三变”改革试点村109个、累计达196
个，覆盖全区53%的行政村（社区），24万
余名农民成为了股东，盘活农村土地资源
17万余亩。前三季度全区369个涉农村
（社区）实现经营性收入8632.71万元、村

均23.39万元。截至11月底，全区脱贫群
众人均纯收入16698.4元，增速12.08%。

产业要强，农民要富，品牌也要响。
在农业品牌建设上，涪陵持续加强“涪陵
榨菜”等区域公共品牌保护力度，做优做
亮涪陵青菜头、涪陵黑猪、涪陵龙眼荔枝
等特色品牌，加快发展“一村一品”，精心
打造涪陵农业“金字招牌”。今年以来，新
认证绿色食品16个、重庆名牌农产品9
个，累计达38个；新增授权使用全市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巴味渝珍”4个，累计达
27个。

探索和美路径 点面结合建好新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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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农们正在美心红酒小镇采摘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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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沱镇睦和村新建的乡情陈列馆

罗云镇干龙坝村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示范点

整治后的江北街道二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