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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融合发展
乡村产业“接二连三”

2022年5月1日，拥有绝佳观江
视野的花园式休闲小院“江上云栖”正
式营业。“我们以经营茶、咖啡等饮品
为主，去年国庆期间接待游客数量达
到数千人次。”该店负责人张静介绍，
随着金鳌村周边文旅产业的整体打
造，景点之间形成串联、联动，旅游业
发展前景十分可期。

让浪漫缥缈的“诗与远方”具象化
地呈现于乡村，其背后是大渡口区对
都市乡村振兴的思考和创新。

为了促成文化赋能旅游、旅游振
兴乡村的良性互助关系，近年来，大渡
口区按照AAAA级景区建设标准，坚
持总体谋划、分步实施，点上突破、快
速推进，打造“金鳌田园”综合体，走农
文旅融合、一二三产业结合、农业现代
化的路子，着力建成都市乡村振兴示
范点、市民休闲好去处、外来考察交流
好平台，都市田园乡村发展焕发出勃
勃生机。目前，“金鳌田园”综合体项
目已建成和正在建设即将运营的民宿
和农家乐已超过10家。

同时，大渡口区充分发展特色优
势产业，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科学规
划“金鳌田园”特色农作物种植方案，

季节化、规模化种植黑糯小麦、油菜、
春见、脆桃等优质高端的农作物和水
果。目前，“金鳌田园”综合体项目已
经打造“五彩梯田”“七彩油菜”“叠彩
蔬菜”“幻彩优品”“炫彩果园”“律动荷
塘”约1700亩，初步建成各个季节递
次呈现的景区式田园。

“‘金鳌田园’综合体项目是主城
核心区难得的景观式田园，是城乡一
体化发展和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的典
型代表。”大渡口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2年全区充分挖掘乡村旅游资源，
持续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魅力乡
村·义渡田园”农耕文化体验活动，进
一步提高全区乡村旅游知名度，全年
乡村旅游接待游客53.8万人次，实现
营业收入18778万元。

当前，在金鳌村100亩试种的小
麦长势良好，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以前这些田地种植的都是花椒，
从产业结构调整出发，我们开展小麦
试种，做好重庆小面产业衔接。”大渡
口区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自2021年重庆市首个小
面产业园落户大渡口，全区以“重庆小
面”全产业链建设为契机，全面推进农
业“接二连三”，培育规上农产品加工
企业9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5家、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5家。
2022年，重庆小面为主导的快消品产
业预计实现营收24.4亿元，同比增长
47.8%；重庆小面预包装产品实现营收
2.7亿元，同比增长170%。

中梁山是重庆市一条重要的生态
走廊。2022年9月，大渡口区“蒲公英
成长酷玩营地”项目完成签约，迈出了
中梁山康养产业发展关键一步。

“从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到推进
农业‘接二连三’再到发展康养产业，
我们始终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
顶梁柱。”大渡口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将继续打造田园景观，加快推进
重庆小面体验中心等建设，全力推动
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多方联动
乡村建设焕新颜

漫步跳磴镇石盘村，整洁的硬化
路在山间蜿蜒，一座座白墙黛瓦的乡
村院落排列有序，庭前院后栽种绿植，
眺望江水波光粼粼……一幅和美的乡
村田园画卷徐徐展开。

近年来，大渡口区全域推进乡村
建设，统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美
丽宜居村庄打造、农村生态环境优化，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2022年9月，3463路公交车正式

开通运行，线路连接跳磴镇金鳌村与石
盘村，途经沙坨村等地。“这条公交线不
仅改善了周边居民出行条件，还方便了
游客漫游，让老百姓感受到了改革带来
的政策福利。”一位当地村民表示。

据介绍，大渡口区通过整合相关部
门资金集中使用，着力改善农村交通、
市政、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比如，近年来投资
约2亿元，全面推进农村公路新建改建
约50公里，由“村村通”基本实现“户户
通”；完成6万余平方米公路彩化，公路

“颜值”有力提升。同时，大渡口区率先
在全市实现农村自来水、天然气、宽带、
光纤、5G、广电网络全覆盖，百姓居住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金鳌田园—巴蜀美丽庭院示范
片”项目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抓
手。据介绍，大渡口区结合示范片建
设，共投资3200万元对金鳌山片区
400户农房院落进行改造，建设具有
金鳌特色且充满烟火气息、乡愁记忆
的高品质农房、高颜值院落、高价值村
落。目前，已完成农房改造66栋，三
垭口院落和小屋脊院落已改造完成。

同时，全面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和
“五清理一活动”，深入推进“厕所革
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100%。
打造“小微生特”宜居村庄示范点 5
个，创建“无废村庄”3个、“无废田园”1
个，创建美丽庭院30个、市级“美丽宜
居村庄”4个。

为了进一步优化农村生态环境，
大渡口区持续开展长江“十年禁渔”行
动，争取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
资金8428万元，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

推动综合改革
乡村治理谱新篇

农村“三变”改革是激活农村土
地、劳动力、资产等要素资源的重要手
段，也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大渡口区以保障农民权
益为核心，结合“三变”改革等各项农
村综合改革政策实施，促进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构建农民利益长效保障机
制。比如，跳磴镇蜂窝坝村积极探索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新模式，2022年集
体收入首次突破百万元大关，参与乡
村产业、乡村建设的村民年终分红达
到100余万元。

全面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2022
年，全区安排78万元专项资金在涉农
村全面推行积分制，探索爱党爱国、乡
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
等56项积分应用机制。

“一系列改革举措最终都是为了
让村民增收致富有更多保障。”大渡口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全区第
一产业增加值1.2亿元，增长6.7%，增
速位列全市第一。村集体经济持续壮
大，经营性收入5万元以上的村占全
区行政村90%以上，经营性收入50万
元以上的村占全区行政村47%。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87元，同比
增长5.3%，增长率高于城镇居民增长
率1.1个点，村民的幸福感、安全感、获
得感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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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帮我们把房子改造漂亮
了，把道路修好了，把环境打造优美
了，咱们老百姓还能在家门口找到
活干！太好了！这样的日子是我们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冬日暖阳下，
大渡口区跳磴镇金鳌村村民鲜开源
提及家门口的变化高兴不已。

去年以来，大渡口区聚焦党的
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从加快产业融合发展、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深化农村“三变”改革
等着手，多措并举加快建设宜居宜
业宜游新农村，推动以“金鳌田园”
综合体项目为代表的一批都市乡
村振兴示范点逐步落地见效，努力
打造都市型乡村振兴“新样板”。

聚焦校地合作
科技兴农再上新台阶

近日，北碚区2022年智慧农业“四
大行动”推广应用项目传来好消息——
魔芋种质资源和良种扩繁智能化试验
基地建设项目已如期完工，正在进行魔
芋种质资源引进和相关调试准备工作。

该项目通过建成魔芋种质资源圃
环境监测和响应系统、魔芋种质资源
智能筛选鉴定系统和魔芋良种繁育组
培室智能监测响应系统，实现对魔芋
种质资源生长发育的光、温、水、气、土
壤、肥料等因素的实时全面监测。从
而提高魔芋新品种的研发能力与水
平，促进特色魔芋产业发展。

去年以来，北碚区深化与西南大
学校地合作，研究制定《西南大学北
碚区人民政府“十四五”期间乡村振
兴校地合作工作方案》。依托西南
大学科技力量，“嘉陵悠谷—梅香西
山”乡村振兴示范带、西南大学丘陵
山区智慧农机试验示范基地，柑橘、
蜡梅、魔芋、水产发展良种繁育中心

等一批农业科技创新重点项目加快
建设步伐，不断提升北碚现代农业
科技创新能力。

国家柑橘良种繁育基地呼之欲
出，标准化柑橘育苗基地2000亩初具
雏形，具备柑橘果苗繁育年产能3500
万株（枝），占全国柑橘良种苗木供应
量的10%左右，其中脱毒柑橘苗木产
出占全国的50%以上。

北碚区山地智能农机装备科创中
心即将投入使用，结合西南大学技术
优势和企业新产品拓展需要，重点开
发新型智能农机装备，深入推动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农机装备制造业深度融
合，研发制造田间智能耕种、作物智能
采摘、园艺智能作业和畜禽智能养殖
等一系列新型智能农机装备。

“2023年我们将依托西南大学等
高校院所的科技人才资源，在蜡梅种
苗研发中心、全国区域性柑橘良种繁
育项目、西大魔芋产业科技创新示范
园建设等校地合作项目持续发力，加
快种质资源培育。让更多科研成果就
地转化，推动大数据智能化为现代农

业赋能，推动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
带建设。”北碚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深化农村改革
集体经济再添新活力

1月17日，北碚区三圣镇是平村
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人头攒动，迎来
了集体经济第一次分红，向农户兑现
分红共计17.36万元。

2022 年，北碚区牢牢把住处理
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聚焦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改革攻坚
突破，在三圣镇是平村充分发挥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作用，推进市
级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任务，不断
探索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生态增值
的多赢路子。

是平村以股份合作为纽带，创新
“183263”模式，运用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农户模式，规范引导农户以股份
合作的方式将土地生产托管给联合
社。组建党建组、宣传组、机耕服务
劳作组等8个工作组；运用党建引领

机制、利益联结机制、片区责任机制，
提升集体经济组织向心力，健全三天
一小会、一户一策制度，进行统改、统
管、统耕、统种、统收、统销。同时推
进整村农业发展宜机化、机械化、品
牌化，引领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
轨道。

以粮油产业为抓手、进行农田宜
机化改造，是平村集中农户耕种土地，
2022年完成农田整治2000亩。推进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由联合社统一
耕作、播种、施肥、防治、收割，降低农
户农业生产成本。实施“油菜—高粱”
优质高效轮作技术模式，实现“先赏油
菜花，后观高粱海”的壮观景象，提高
了农业生产效益。

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方面，是平
村采取集体经济净收入的70%作为农
户土地入股分红，20%用于分配给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0%用于公益
金积累和村内公益事业发展。

北碚区推进“三变”改革试点村，
覆盖全区32.7%的行政村，以推进“三
变”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2022年，北碚104个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经营性收入达7000余万元，同比
增长47.77%，实现收入10万元以下
的村全面“清零”，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经营性收益达2000余万元。

建设和美乡村
“串珠成链”再显新魅力

近段时间，北碚区柳荫镇东升村
成为了游客们乡村旅游的首选地。白
墙黛瓦、曲径通幽，清澈见底的小溪沿
着村落潺潺而过，独具特色的渝东民
居瓦屋错落有致，风车、石碾、木犁等
老物件点缀其中，游客在草莓基地体
验采摘乐趣。

在东升村，农村垃圾智能化处理、
生活污水全覆盖治理和村容村貌绿
化、美化、亮化提升项目接连落地，农
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比例达100%，
实施“乡村治理积分制示范点”建设，
设立社会治安、公益美德、乡村建设、
村民自我发展等71个积分项目内容，
激励村民建设美丽乡村积极性。

同时按照“乡村景观化、设施旅游
化”思路，东升村深度探索“乡村艺术
化、艺术乡村化”，闲置房屋、猪圈、牛
栏摇身一变成为“望渠书屋”“香柳咖
啡”；对民居墙面进行设计、涂鸦，描绘

农家生活场面，成为了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样板，走上
了“农+旅+艺+学”融合发展，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之路，乡村旅游流量
超15万人/年。

以东升村为样板，北碚区大力开
展和美乡村建设，在全市率先出台《重
庆市北碚区关于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重
庆市北碚区乡村振兴建设项目管理办
法（试行）》，严格规范和加强乡村建设
类项目管理。创新提出“四改三提升”
（改房、改厕、改厨、改圈，垃圾治理提
升、污水处理提升、全域环境提升）整
治标准，实现美丽乡村全域升级。

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建行
动，沿东山环线、西山环线和碚东绿道

“串珠成链”，集中连片打造奇彩东升、
金色素心、蓝色柏林等一大批美丽特
色村庄，开展农村改厕2240户，打造
主题院落20个，探索“村民议事+乡村
治理”“党员先锋+乡村治理”“新乡
贤+乡村治理”3个试点治理模式……
从环境整治到产业富民，从美丽乡村
到美丽经济，以乡村“善制”促乡村“善
治”，北碚致力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
谱写城乡融合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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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乡村振兴开新局城乡融合谱新篇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行走在

北碚广袤农村地区，一棵棵油菜绿
意盎然带来勃勃生机，村民一大早
就在田间忙碌着，为新年农业生产
做着准备……处处展现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新活力。

把乡村振兴作为重庆发展的最
大潜力，把城乡融合作为重庆发展
的最高境界。近年来，北碚区紧扣
生态田园都市区定位，立足“总体规
划、片区联动、差异发展、各具特色、
校地合作、多元一体”总体思路，促
进校地合作再上新台阶，力争改革
创新再添新活力，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串珠成链”。北碚区贯彻落实市
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正在努力打
造“乡村振兴示范区、城乡融合发展
示范区”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真抓
实干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
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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