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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美丽宜居乡村”清江镇河中村 摄/张春连

新农民昂扬精气神

农民不做“旁观者”，更不只是“打工人”，他
们是美丽家园的主人，正通过“小院+”践行着自
己的主人翁使命。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也是生态的振
兴、组织的振兴，文化、教育、科技、生活的提振，
以及农民素质的提升。

曾经，离开农村是荣昌绝大多数村民的心
之所向，即便是留在村里的人，也对村里的事务
漠不关心。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村民将自己的
命运和农村紧紧拴在一起，成为了农村建设的
主人。

这得益于荣昌以“小院+”推动党建引领乡
村善治。

“郡县治则天下安，乡村治则国家稳，乡村振
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荣昌区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而在广大农村，一个个小院就是
人群聚居的最小单位，对基层社会治理、通达“最
后一公里”具有重要作用。

“所以，我们就以10户至30户左右群众聚
集的农家小院为基本单元，以‘小院+’推动党建
引领乡村善治，有效激发群众参与意识、畅通群
众参与渠道、提升群众参与能力。”该负责人说，
今年荣昌出台了相关文件，进一步让小院成为乡
村振兴的“助推器”。

具体操作上，首先是在区委统一领导下，将
组织、宣传、政法、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等14个
区级部门关于乡村治理的项目、资金、资源和工
作等优化打包至“小院+”实施，建立党建引领乡
村治理工作机制。

其次，围绕小院“+服务”，探索“小院点单、
村级接单、区镇两级买单”等方式，推动各级资源
力量向小院汇聚，丰富“小院+”的内涵和外延。

第三，选好“院管家”，议好“院落事”，定好
“小院规”，充分尊重群众在“小院+”建设、管理、
运行中的主体作用，引导群众有序有效参与小院
治理。

最后，坚持以“三治融合”为抓手，创新开展
各类小院活动，教育引导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切实提升基层治理实效。

截至目前，荣昌已建成各类示范小院168
个，直接带动5000余户农户受益，给乡村人居环
境、群众精神面貌、邻里关系等带来了潜移默化
的变化：

万灵镇唐家坝小院，围绕瑜伽课堂、亲子飞
盘运动、藏族锅庄舞、乡村音乐会、广电“小院+”
等一系列主题来组织群众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的
热烈欢迎；

广顺街道柳坝村三间房小院，出台正面、负
面“两张清单”，将小院村民生产、生活和环境保
护行为量化为积分，再用积分兑换所需生活用
品，形成群众参与度高、运行效果好的乡村治理
模式；

荣隆镇玉久村八角井小院，当地因吕玉久烈
士而出名，大家常在一起学习讨论吕玉久烈士的
生平故事和感人事迹，氛围浓厚、效果倍增，凝聚
力越来越强；

……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荣昌“小院+”全面铺

开，有效推动治理和教育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
源下放，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乡村振兴，重在治理，理清了思路、理顺了脉
络，船到桥头自然直。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在广阔又充满希
望的荣昌田野上，一粒粒种子正在蓄积向上生长
的力量，一个个奋斗的身影正在谱写乡村振兴的
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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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 棠城沃野织新景
乡村产业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获得国务院激励表彰；成功获批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荣昌猪”入选农业农村部首批

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壬寅年末回头看，荣昌乡村振兴经过一年乘风破浪，留下一路繁华。

昌州大地，变化的不仅是乡村振兴新经济、新面貌，还有振兴乡村的新作为、新方法；不变的则是农业基础地位和脱贫攻坚时期好做法的延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为荣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区，荣昌要担

当实干作示范、踔厉奋发勇争先，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该区相关负责人说。

田还是那片田，种田轻松的背后是政
策支持、良种良法良机的进步，也是理念
更新、发展转型。

“在新时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
础地位没有变。荣昌是传统的畜牧大区，
也是农业大区，越是新征程，越要发挥农
业的基础作用，农业农村部门和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越要有新作为。”荣昌区农业农
村委相关负责人认为，只有基础地位不
变，但人的作为在变，才能实现从农业大
区到农业强区的深刻转变。

这变化，主要体现在不断刷新的科技
范儿上。

新风系统、自动控温系统、异位发酵
床、除臭系统……这样的智能化设备在琪

金·荣昌猪资源保种场内随处可见，通过
这些设备，可进行大数据采集分析，哪头
猪胃口不好、感冒发烧，都能精准识别。

琪金·荣昌猪资源保种场自2021年
投用以来，已保有荣昌猪5000多头，保存
荣昌猪血缘12个、荣昌种公猪50头、后备
公猪50头，是西南地区唯一的高标准、智
能化地方猪种保种基地，成功入选国家生
猪核心育种场名单。

更广袤的田野里，可喜的变化同样发
生着。

“现在种田有盼头，每亩地比以前多
挣200多元。”深冬时节，徜徉于清江镇竹
林村，久丰水稻股份合作社负责人兰云霞
望着平整宽阔的农田高兴地说。

曾几何时，竹林村地块支零破碎、肩
挑背扛路不通、农民种地靠天收，加上地
少人多、位置偏僻，村里的年轻人都不愿
意在家种地。

几年前，怀着对农业的特有情怀，兰
云霞返乡创业，承包了竹林村的500亩土
地种植水稻，然而由于基础设施不配套，
连年亏损。前两年，荣昌区在竹林村实施
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通过“小并大、陡
变缓、弯变直”的方式对田块进行归并调
整，并配套修建了防渗渠、机耕路、泵站
等，使农田基础设施条件与现代农业发展
要求相适应，农田基础设施全面提档升
级，农业种植条件得到了全方位的改善。
兰云霞成为了最直接的受益者。

“田在哪路到哪，种收都快捷。”他感
叹，“现在，通过远程智能化节水灌溉系
统，在手机App上操作就可以某一块田进
行单独灌溉。”兰云霞说起粮食种植的变
化滔滔不绝，“经营500亩农田，如今仅运
输费就能省下4万多元。”

近年来，荣昌通过培育优质新品种、
推广高产新技术等多种举措，在希望的田
野上，找寻农业优质高产密码。

“我们坚持产业发展园区化、园区发展
产业化，推动荣昌生猪产业集群发展。”上述
负责人介绍，今年“荣昌猪”入选农业农村部
首批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和全国农业生
产“三品一标”典型案例，被评为全国百强区
域公共品牌，品牌价值达36.81亿元。

山地农业洋溢科技范儿

美丽的环境，淳朴的民风，让新时代
的农村有新时代的样貌，新时代的农人展
现新时代的意气。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是绘
就乡村全面振兴图景不可缺少的底色。

今年是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工作的攻坚之年。
荣昌按照＂产业发展到哪里，基础设施配
套到哪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到哪里＂思
路，将村分为“干净整洁村”“美丽宜居村”
和“特色精品村”，庭院分为“整洁庭院”和

“美丽庭院”，以10-30户院落为单位，坚持
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农
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村庄面貌由“脏乱
差”变身“洁净美”，绘就了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的巴蜀美丽宜居乡村画卷。

走进荣昌区昌元街道虹桥社区蔡家
坝，干净平坦的水泥路穿村而过，漂亮的
住宅错落有致，各家各户门口干净整洁，
32座草莓大棚依次排列在田垄上，空气中
夹杂着草莓的清甜香味。

“以前我们这里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土地根本无法耕种。你看现在，这里多干
净，闻不到一点异味。”村民李云辉对此赞
不绝口。

此情此景，谁能将它与曾经那个“脏、
乱、差”的蔡家坝联系起来？要知道，曾经
受老工矿企业（已关闭）随意排污的影响，
蔡家坝周边100余亩土地污水横流、臭气
熏天、难以耕种，村民苦不堪言。

改变，得益于一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统一流转土地，翻土暴晒，通过阳光
自然消毒，再借助种植油菜改良土壤，实
现洼地变良田；

就地取材，利用“淘”出的旧物件作为
建筑材料、景观装饰材料，最大程度保留
了乡村古朴而充满历史气息；

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对周边32户农户
的房屋进行原生态风貌改造，整治排水沟
渠800余米，硬化人行便道650余米，修葺
花池1200平方米，补栽花草树木1500余
平方米；

……
各种措施综合作用下，蔡家坝迎来蝶变。
在更广的范围，荣昌将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
仗，立足资源禀赋和优势特色，坚持高位
推动、系统谋划、精心打造。

荣昌成立了以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
挂帅的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区领导定点包片联系机制。
与此同时，压紧压实部门主体责任，形成
统筹协调、分工负责、紧密配合的区镇村
三级组织架构，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工作落实落地。

工作层面，除加强日常调度和督查指
导外，还在全市率先编制《重庆市荣昌区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指南》口袋书，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难点，整治任务
和工作标准要求汇编成册，便于基层干部
和广大群众熟悉政策、推动工作，让政策
既进口袋又进脑袋。

资金保障上，设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专项资金6000万元，每年对建成美
丽宜居村和特色精品村的村（社区）给予
100万元—300万元激励奖励。同时，建
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库，统筹整合相
关资金用于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实际操作中则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与农村资源禀赋、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乡
村治理、历史文化相结合，抓好重点任务、

抓好公共服务短板、抓好机制建设，积极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新进展”。

功夫不负有心人，越来越多的“蔡家
坝”和美丽乡村正在涌现：荣昌成功创建
全国美丽乡村试点村1个，市级美丽宜居
村22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美丽巴蜀宜
居乡村先导村6个。2022年，荣昌因乡村
产业、人居环境等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成效
突出，被国务院激励表彰。

现代农村劲吹文明风

荣昌区清流镇马草村“橙香”小院正在开展柑橘采摘、修枝技术培训 摄/杨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