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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有新变化
2023年涪陵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涪陵区要把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转到乡村振兴上来，着力

解决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发展

壮大现代农业、深入推进乡村建设三个方面持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有新变化。

新的一年，目标已明确，为涪陵区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

涪陵将步履不停，持续探索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径，一幅靓丽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涪陵大地上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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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谱新篇 奋进新征程·涪陵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
关键。

走进江北街道二渡村，一条条干净整洁的柏油路，一
幢幢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一面面生动形象的彩绘墙……
一幅美丽的乡村田园山水画展现在眼前。

近年来，为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在涪陵区委、区政府
的指导帮助下，二渡村坚持将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并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突破口，因地
制宜擘画发展蓝图、循序渐进夯实振兴基础，着力打造绿
野乡美新二渡。

具体来说，涪陵在立足自身优势，聚焦三产融合，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积极探索乡村产业发展新模式，构建
起一条“农户+村集体+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盘活闲置农
房，释放发展活力，让游客在二渡村不但能感受乡村田园美
景，还能留下独属于二渡村的乡愁记忆，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已有3户农户在进行农家小院改建，预计半年左
右可改建完成。全部营业后，二渡村日游客接待量可达
800人。同时累计盘活闲置农房1980平方米，直接受益农
户15户，切实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二渡仅是涪陵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一个例子。
2022年，涪陵区创新推出“坪上新乡村”建设。
据涪陵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坪上新乡村包括蔺市街

道、马武镇、青羊镇、同乐镇、龙潭镇、增福镇、大顺镇7个镇
街107个村（社区）839.7平方公里，主要依托涪陵坪上优
越区位交通条件、独特自然生态环境、厚重人文历史底蕴、
良好产业发展基础，坚持生态优先，按照“美丽宜人、业兴
人和”的新乡村图景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目标，聚力
建设高效农业、人文休闲、度假康养、创业创新、和美善治

“坪上新乡村”。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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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来说——
强化组织建设。为更好地推动坪上新乡村建设，涪陵

区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累计近1亿元，围绕优质粮油、绿
色蔬菜、生态畜禽、道地药材、现代林业等坪上特色优势产
业，持续发展壮大产业。

优化人居环境。通过实施龙马大道沿线人居环境整
治和生态修复示范带工程，3个传统村落修复保护工程，50
公里农村道路提档升级工程等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提升工
程，持续优化坪上新乡村人居环境，提升坪上村容村貌，助
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宜居宜业又和美，乡村生活令人期待。接下来，涪陵
将始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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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产业融合，落实规划引领、
生态优先、内外兼修、共建共享，深入实施全域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加强传统村落和乡村风
貌保护，全面提升乡村面貌，促进乡村振兴实现新提升。

其中，涪陵区首届五彩油菜花节暨丘陵山区高标准农
田改造提升示范项目成果展将于3月中旬在罗云镇举行。

“这将是对全区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一大
助力。”涪陵区相关负责人说。

2022年，涪陵区全年新识别监测对
象 306 户 868 人，累计标注监测对象
1117户 2969人，消除风险545户 1418
人，未发生返贫致贫；全区脱贫群众人均
纯收入16697元，增速12.08%……

这一串串数字的背后，是涪陵始终坚
持以乡村振兴统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
作，深入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成果。
近年来，涪陵区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前提，聚焦
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和成果巩
固，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
举措，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大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上
新台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见实效。

实现了乡村振兴的良好开局。2022
年，涪陵“三条底线”守住守牢，粮食产量
稳定在44万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3
万亩、闲置耕地复耕复种4.2万亩、土地宜
机化改造1200亩。

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2022年，涪陵坚持抓实“巩固”，通过建立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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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重点风险对象“两不愁三保障”问
题隐患“六清六核六落实”排查机制，新识
别监测对象868人、累计消除风险1418
人，全年未发生返贫致贫。

促进了农村群众持续增产增收。
2022年，涪陵坚持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根本措施，
通过大力推动产业发展、强化稳岗就业、
克服疫情影响等，在持续壮大“2+X”特色
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发展家
庭农场1197家、农民合作社1270家，开
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1833人。

接下来，涪陵将持续抓好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严守

“三条红线”，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5.5万
亩、配套水网建设150公里，确保粮食产
量稳定在44万吨的同时，扎实巩固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及饮水安全保
障成果，抓好特色产业10条、稳岗就业
13条政策落地，大力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持续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保持财政资金
投入力度不减，加大向低收入脱贫人口、
脱贫村、重点帮扶镇村倾斜力度。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
走进涪陵区百胜镇的青菜头基地，田

地里人头攒动，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忙着
收割、搬运青菜头，一片忙碌的景象，成为
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亮丽的风景，既是乡村振兴践行的
风景，也是村民旅游发展、产业致富的美
好呈现。”涪陵区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涪陵因地制宜发展青菜头等
特色产业，通过采取“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发展模式，让村民在发展种

植青菜头的同时，在基地务工增加收入。
并充分利用自身榨菜产业优势，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让乡村更美、村民更富。

2022年，涪陵区青菜头种植面积突
破73万亩，总产量达177万吨，并建成了
以榨菜为主题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点
38个，吸引区内外游客200余万人次，助
农增收2亿元以上，让“青疙瘩”变成了群
众增收致富的“金疙瘩”，实现了产业发展
和群众增收双赢目标。

发展壮大产业，除了壮大产业规模，完

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品质也尤为关键。
近几年，为进一步推动青菜头产业发

展，涪陵充分依托榨菜产业优势，聚焦延
长、补齐产业链条，积极探索农村“三变”
改革有效路径，在榨菜产区创新开展榨菜
产业“三变”改革试点，探索建立了“一个
保护价、两份保证金、一条利益链”的利益
联结机制。

2022年，涪陵累计发展榨菜类合作
社258家（其中榨菜股份合作社197家）、
常年半成品原料加工户1700余户、榨菜
生产企业41家，全区榨菜全产业链产值
超过132亿元。

坚持“科创+”“绿色+”，以大数据智
能化为引领深化农业科技创新，聚焦“互
联网＋榨菜”，切实提升产业品质，推动全
区青菜头产业更高质量发展。

2022年，涪陵成功选育出适宜海拔
800米—1300米地区栽培的国内第一个
高山青菜头品种“高山青”，开创了高海拔
地区种植青菜头的先河。“川渝共建中国
酱腌菜科技创新重庆市重点实验室”落地
涪陵，中国首个榨菜指数上线发布。“互联
网＋榨菜”被纳入全国100个“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区县试点。

不仅是青菜头。2022年，涪陵以榨
菜、中药材两大百亿级产业链为牵引的

“2+X”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持续壮大，
收砍青菜头73.08万亩，实现榨菜产业总
产值132.87亿元；新增中药材种植面积1
万亩、累计达10.36万亩，实现中药材综
合产值115亿元。

其中，“涪陵青菜头”“涪陵榨菜”获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涪陵榨菜纳
入农业农村部2022年农业品牌精品培
育计划，新认证绿色食品21个、名牌农
产品9个。

积极探索农村“三变”改革有效路径，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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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了农村土地资源17
万余亩。2022年全区369个涉农村（社
区）实现经营性收入13638.39万元、村均
36.96万元。

成功申报了全国农产品产地冷藏保
鲜设施整县推进试点区县，成功纳入产油
大县奖励补助，纳入全市农村改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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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创
能力持续加强。

接下来，涪陵将持续发展壮大现代农
业，坚持巩固发展榨菜、中药材两大特色
产业（青菜头、中药材种植基地分别达73
万亩、11万亩以上），大力推动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升创全国性示范园，加快建设
中国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涪陵园区，力
争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增长5.5%。

同时，积极探索农村“三变”改革有效
路径，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新增家庭
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50个。并大力发
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做强农产品电商
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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