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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三项支撑”实现“三大提升”

铜梁 提速建设全市乡村振兴先行示范区

■链接》》

数说铜梁乡村振兴发展成效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84.52万亩，产量稳定在
34.75万吨，预计蔬菜产量80.17万吨、生猪出栏47万头；

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17412元，增长12.64%，无
返贫、致贫发生；

新增规上农加工企业7家、累计达64家，农产品
加工业产值预计157亿元；

优化完善 23个镇街国土空间规划和 80余个村
规划；

建成巴蜀美丽庭院1206户，改造无害化卫生厕
所2000户，乡村体育设施建设覆盖率均达100%；

全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经营性收入预计达1亿
元、经营收益3000万元。

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举办全市春季农业生产暨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现场会；“巴岳农庄”试点建设起步即成势；少云村荣获重庆

市乡村旅游重点村……深冬时节，行走在铜梁广袤乡村地区，点面结合百花齐放的乡村高质量发展格局成为了铜梁今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今年以来，铜梁区蹄疾步稳推动乡村振兴先行示范取得实效，不断强化乡村产业、人才引领、乡村

治理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撑作用，拓宽乡村致富增收渠道，实现乡村发展新提升，努力建设全市乡村振兴先行示范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正

从蓝图变为现实。

强化产业振兴支撑作用

以“巴岳农庄”改革试点引领乡村添活力

近日，铜梁区侣俸镇保乡村巴岳农庄建设现
场，蔬菜科技园种植大棚内一片生机勃勃，里面
种植的小番茄、螺丝椒等蔬菜硕果累累，为冬日
增添了一抹绿意。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如何大胆创
新，不断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开辟农业农村
发展新局面？今年以来，铜梁区以“巴岳农庄”试
点建设为引领，引导城市资本下乡，培育产业新
业态，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联结，率先打造一批乡
村振兴示范点，找到了强化乡村产业支撑作用的
答案。目前“巴岳农庄”试点建设，已启动侣俸、
少云、围龙、平滩4个镇的17个村，规划面积5.9
万余亩。

“将实现和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改
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巴岳农庄’试点建设在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村集体所有的基础
上，试点推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
置，发展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旅游业，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最大限度增加农民土
地收入。”铜梁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巴岳农庄”模
式是由村集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国有平台、社
会资本等根据自身实际，以资源、资产、资金入
股，将村集体、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用的资源、
资产折价，按照入股的方式统一集中到村集体，

通过发挥国有平台在农业全产业链的资源优势，
从而壮大产业，降低发展风险。

在治理结构、发展方式、资本下乡实现“三
个”突破，“巴岳农庄”试点建设按照“基层组织引
领、工商资本进村、市场需求定产、公司治理赋
能、整村推进共富”的思路，创新推行公司化治理
结构联合组建“巴岳农庄”股份制公司。通过打
造特色农业品牌，策划打造1+1+N的农产品品牌
体系，即一个工作品牌“巴岳农庄”，一个区域农
产品公共品牌“龙乡水土生”，N个农产品单品类
品牌，有效解决了产业投入分散、投入产出不成
正比、品牌效应不强等问题。

同时，“巴岳农庄”试点建设按照延链补链强
链要求开展对外招商和合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合作成立西南蔬菜花卉种业研发中心，开展蔬菜
种子、技术研发和推广，建设现代设施蔬菜科技
园，引进伯桥（重庆）重金属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作建立蔬菜基地快检中心，提升产业链建设。

为探索建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努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巴岳农庄”试点建设还
推行“保底收益+利润分红”的分配方式，发展农
产品加工、精品民宿、农家乐、庭院经济、手工创
意等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实现农民财产增收、创业增收。

强化乡村善治支撑作用

以“铜心小院”为抓手探索农村院落微治理

“我们这里距离村委会有一段距离。以前有
点事都不晓得具体找哪个，现在有了‘铜心小
院’，村民遇事就由召集人招呼着一起商量解决
了！”近日，铜梁区围龙镇龙湖村李家湾院子的

“小院议事堂”里热火朝天，农村人居环境怎么
搞、院落下一步管理怎么办，随着村民的你一言
我一语渐渐清晰起来。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关键在于乡村善
治。如何持续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打造充满活
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近年来，铜梁区大力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着力
破解农村自治单元大、服务管理难、村民自主管
理缺乏引导等问题，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乡村微治
理实践，以“铜心小院”建设为抓手，引领村民自
我管理，推动村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更好地组
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

网格是基层治理的最小细胞,网格划分得越
清晰,就越有利于院落微治理工作取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铜梁区健全三级组织体系，推动党的组
织向院落延伸。通过划小治理单元、推动力量下
沉，将党组织的“桩”扎进院落里、扎到村民身
边。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治理网格，成立266个

网格党支部，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网格党支部书
记、网格长，赋予网格化管理职责，实现“村网合
一”。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全覆盖建立网格党小
组，实现“组网合一”。由院内村民民主推选有
威望、有能力的骨干党员作为院落召集人，确保
村民有诉求能第一时间找到党组织，实现“党群
连心”。

以院落治理资源融合共画乡村治理“同心
圆”。铜梁建设“铜心小院”、建好乡村振兴理事会、
用好三级指挥中心三大平台，积极推进党的理论
政策进院落、工作力量进院落、公益服务进院落、
文体活动进院落、自我管理进院落，组建院管会、
成立服务队、组织坝坝舞、制定“院规民约”等，做到
思想同心、队伍齐心、服务贴心、活动凝心、发展连
心，实现院落事院落议、院落定、院落管。

在激发群众参与治理主观能动性方面，铜梁
还建立院落治理积分制，依托“龙乡数字积分”微
信公众号实现电子计分、公示亮分，开通线上“积
分商城”+线下“积分超市”。充分运用积分管理
科学设置积分，推动群众由“旁边看”转变为“共
同干”，引导村民树立主人翁意识，奏响乡村善治
协奏曲。

强化人才振兴支撑作用

以“近悦远来”人才环境
助力乡村新发展

今年8月，重庆成王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贵虎收到一
条好消息，公司被市农业农村委员会评为“重庆市级智慧农
业示范基地”，并将在“2022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正
式授牌。

作为铜梁区培育“新农人”的典范，2009年，陈贵虎在巴
川街道玉皇村创立成王果业，致力于果树科学研究和苗木
生产。经过10多年的不懈努力，成王果业成为西南地区最
大的综合苗木培育企业，年销售额达4000万元，带动200余
名村民就近务工。

越来越多像陈贵虎一样的人才选择回到铜梁在乡村振
兴中建功立业，得益于铜梁区积极发挥人才支撑保障作用，
以建好五支乡村人才队伍为重要抓手，坚持分类施策，持续
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选好“带头人”，打造乡村振兴“领头雁”。全面推行村
党组织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优化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结
构，推动年龄、学历“一降一升”。村民小组长全部由“两委”
成员、专职干部、本土人才、乡村振兴理事会成员担任，妇联
主席、民兵连长全部由专职干部担任，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

回引“年轻人”，补充乡村振兴“生力军”。鼓励本土人
才创办农业经营主体，本土人才原则上均担任村党组织书
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全面推行本土人才下沉村民小组
锻炼和“3+1”帮带机制，每年从村专职干部、本土人才中招
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让本土人才看到发展前景有“奔头”。

留住“本地人”，壮大乡村振兴“主力军”。统筹推进“把老
乡留在老家”专项行动，精准掌握返乡人员数量结构、创业就业
意向及需求。制定重点企业招送工补贴政策，采取“培训+就
业”模式，拓宽返乡人员就业渠道。

配强“下乡人”，提升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全覆
盖向脱贫攻坚、集体经济薄弱、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等重点
村选派驻村工作队及“第一书记”，坚持每年补充乡村学校
高素质教师队伍，建立医务人员“镇聘村用”工作机制，组织
发动基层干部、党员群众组建少云志愿者队伍，13万名“少
云志愿者”成为龙乡一道靓丽风景线。

培养“新农人”，激发创业创新活力。开展农民合作社
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聘请西南大学、市农科院等农业技
术专家50余名，分层分类培训农业经营主体。

引导各类人才在乡村聚变，铜梁制定出台激励本土人才参
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七条措施，支持本土人才自主创新创
业。近年来，铜梁已累计动态回引本土人才850名，325人成
长为村（社区）专职干部，102名本土人才带头创办或参与集体
经济项目经营管理。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统筹推进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打
造“近悦远来”人才环境，不断为乡村发展蓄势赋能，让铜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事业旺起来，引领乡村发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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