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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
·奉节新农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了守护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奉节县近年来坚持
推动绿色发展、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
造美好生态，乡村面貌焕新颜。

青龙镇大窝社区位于奉节县南部山
区，曾经的矿业兴盛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和
村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为了让绿水青山再现，十余年来，大窝种
植绿植90万株，改造荒山4000亩，森林覆盖
率达90%，实现了从荒山弃矿变绿水青山、矿
区变景区的生态蝶变。2020年，大窝成为国
家4A级景区，2022年获得重庆市市级“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命名。

大窝社区成为奉节县筑牢绿色本底的
生动实践。2022年，奉节县大力实施生态
修复，完成水土流失治理5100公顷，完成历
史遗留和关闭矿山生态修复40公顷。

每逢阳春三月，漫步奉节县甲高镇，万
亩油菜花开出金灿灿的花海，整洁的硬化
路蜿蜒延伸，一幢幢乡村院落排列有序，一
幅赏心悦目的乡村踏春风景引得众多游客
流连忘返。

近年来，奉节县坚持“强县城、美集镇、
优村落、促集中”，开展“五清理一活动”专
项行动，强化农村房屋风貌管控，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建成“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转
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农村

人居环境得到持续改善。
截至目前，奉节县已经完成农村“四

旁”植树绿化4000亩，创建绿色示范村36
个，创建县级美丽村庄示范村50个、美丽庭
院400户。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022年，奉节县印发《2022年乡村治理
重点工作任务清单》等政策文件，明确九大
方面27项具体工作任务清单，加快补齐农村
教育、医疗、农技科普等公共资源短板。

“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久久为
功。”奉节县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县将继续
推进农村路、水、电、通讯、物流“五网”建
设，提升乡村基础设施水平，优化乡村公共
服务布局，推动乡村蝶变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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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 诗橙远方同入画 乡村振兴绘新篇

扩面深化农村“三变”改革。2022年新
增试点村65个，累计达168个。截至目前，
累计推动37.02万名农民变股东，折价入股
耕 地 、林 地 87.26 万 亩 ，土 地 流 转 收 入
2573.73 万元，创造就业岗位 7832 个，农民
务工收入12325.16万元。

持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认真落实中

央财政资金扶持村集体经济要求，建立村
集体经济发展定期调度制度。2022 年，全
县376个村实现经营性收入5920万元，村均
15.74万元。

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截至
目前，全县累计投保面积 791.51 亩，保额
15.17万元，保费4551元。

“鹤绕群峰朝阳观，水抱

莲花献橄榄……”在奉节县城

东南部约20公里的鹤峰乡，一

些平时在田间耕作的农民，成

立了“莲花农民诗社”，闲暇时

经常聚在一起，用一首首自创

的诗词描绘出新时代新农村

的美好生活和未来，成为全县

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生动场

景。

近年来，奉节县用好生

态、人文“两个宝贝”，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大力发展农文旅融

合、推进农业产业“接二连

三”，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

2022年，全县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16017

元，同比增长 8%。如今，在

“好山好水好风光，有诗有橙

有远方”的奉节县，乡村振兴

之路正越走越宽广。

登上奉节县永乐镇三峡村白盐山，远眺
之下，李白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中的白帝
城便可收入眼底。

白帝城位于瞿塘峡口长江北岸的白帝
山上。千百年来，无数诗词名家在此留下众
多千古名篇，奉节县也有了“中华诗城”的美
誉。

如何将丰厚的文化资源、丰富的生态资
源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动能，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走好农文旅融合之路成为了奉节
县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的一个关键切入点。

永乐镇大坝村位于奉节县长江南岸，每
年4月份，奉节脐橙花开，金黄的脐橙、白色
的橙花呈现出“花果同树”的独特景观，吸引
了城郊游客纷纷前往“打卡”。

这种将农业种植与休闲观光进行嫁接
的方式，不仅延长了产业价值链条，还拓宽
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渠道。2022年，奉
节县结合国家现代农业园建设，开展脐橙园
A级景区打造，推出10条脐橙采摘线路，进
一步推动了城郊休闲游发展。

“打好‘三峡牌’‘生态牌’‘人文牌’是全
县旅游业差异化、特色化、精品化发展的关
键，也是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底气和基
石。”奉节县相关负责人说。

高铁是打开快捷旅游的黄金通道。
2022年6月，随着郑渝高铁的通车，奉节县
结束了不通高铁的历史，旅游业迎来新机遇，

“三峡牌”“生态牌”“人文牌”迎来新布局。
“乘高铁到夔门、观世界天地、享三峡凉

都、赏土家风情。”2022年7月至8月，奉节
县举行了2022首届中国长江“三峡凉都”
（奉节）康养旅游暨土家风情文化节。

据介绍，“三峡凉都”位于奉节县兴隆镇

和龙桥、太和、长安、云雾四个土家族乡集中
连片区域。该区域地处中亚热带暖湿东南
季风气候区，海拔1200米以上的连片避暑
区有 741 平方公里，6 至 8 月平均气温
21.6℃，森林覆盖率达 76%，负氧离子达
3000个/立方厘米，有“中国气候宜居县”和

“中国天然氧吧”等美誉，是长江三峡周边地
区最大的高山避暑胜地。

同时，“三峡凉都”坐拥A级旅游景区5
个，还有80多个待开发的特色景点，旅游资
源十分丰富。区域内5个乡镇少数民族人
口1.9万人，保留有较为完好的土家族特色
建筑、饮食、文化活动等，成为体验土家风情
的“打卡地”。

“在文化节期间，我们签约项目总投资
5.65亿元，新增就业岗位300个，还催生了
乡村康养旅游新业态。”奉节县相关负责人
介绍。

从城郊休闲型到避暑度假型再到康养
型，近年来奉节县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愈发创
新化和多元化。

截至目前，奉节县已有2个国家级美丽
休闲乡村、国家级乡村旅游精品线路2条，
到奉节体验乡村旅游拥有了良好的市场口
碑和品牌效应。2022年，全县乡村旅游接
待1168.5万人次、同比增速13.8%，接待收
入53.7亿元、同比增速14.74%；超过2万名
村民吃上乡村旅游饭。

在1月份春节黄金周，奉节县迎来了乡
村旅游的开门红，全县7天共接待乡村旅游
人数达47.3万人次，同比增长29.35%。下
一步，奉节县将重点推进兴隆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创建工作，着力打造旅游产业发展新的
增长极，深化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好山好水产好物。从水果、中药材种植
到生态畜牧养殖再到发展白茶、水产养殖等
特色产业，近年来，奉节县立足资源禀赋，构
建了“4+3+X”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体系。

2022年，全县创成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脐橙）标准化生产基
地，建设脐橙提质增效品种结构优化基地
5000亩，实现全县脐橙37万亩、中药材17
万亩、木本油料15万亩、蚕桑11万亩、蔬菜
28万亩。

“奉节拥有扎实的一产基础，但要从农业
大县建成农业强县，还需要让优势更强、短板
补齐、链条补全。”奉节县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奉节县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
的顶梁柱，突出抓好农产品加工这个关键，统
筹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推
动“接二连三”，拉动全产业链增值增效。同
时，按照市场化办法与各类主体开展多元合
作，结成利益共同体，带农促农增收。

奉节县鑫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2005
年落户于奉节县龙桥土家族乡，集农产品种
植、加工、销售、循环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发
展于一体。利用海拔1200米至1800米的
立体气候优势和水土资源优势，公司专门从
事高山反季节蔬菜的种植、加工、脱水蔬菜的
研发和销售。

据介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
拥有2条年加工5000吨的蔬菜保鲜生产线
和库容量800吨的冷链仓储中心2个，建成
年产量2000吨的脱水蔬菜加工厂1座，推出

的产品丰富了百姓的“菜篮子”。值得一提的
是，公司累计吸纳就近转移劳动力800余人，
年支付务工工资1000余万元，带动了一批
村民增收致富。

招商引资是推动农业产业强链补链的
重要抓手。2022年，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年产1000万只肉兔全产业链项目
完成签约，奉节县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又向前
迈出关键一步。

据介绍，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禾丰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计划3年内在奉节投资7.8
亿元，逐步建成种兔场、商品兔场、有机肥厂、
屠宰场、饲料加工工厂和兔肉食品深加工厂，
同步建设商品兔养殖小区（家庭农场），年出
栏商品兔1000万只。项目建成后，预计年
产值14.5亿元，利税1.45亿元，提供2000个
以上就业岗位，带动400-700个家庭农场增
收致富。

据统计，2022年，奉节县农产品加工企
业达到307家，实现产值12亿元。

品牌既是实现农产品价值提升的重要
途径，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奉节脐橙为例，全县累计种植脐橙37.5万
亩，年产量40.8万吨，年产值38亿元，品牌价
值达到182.8亿元，成为全县强化农业品牌
打造的典型代表。

截至目前，奉节县已有315个绿色优质
农产品品牌。下一步，奉节县将聚力推进农
业品牌化发展，强化奉节白茶等优质农产品
的市场推广，打造出更多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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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释放政策红利 推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核心提示

深化农文旅融合 吃好乡村旅游饭
去年乡村旅游接待收入53.7亿元

发展现代农业 推动“接二连三”
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达307家

打造美好生态 乡村蝶变升级
创建县级美丽村庄示范村50个

三峡之巅景区，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青莲镇大棚种植助农增收

草堂镇引进机械化制茶设备，发展白茶产业

甲高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永乐镇大坝村脐橙基地，促进农旅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