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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需
要进一步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
为城乡融合奠定基础。”市乡村振兴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完善防止返贫精
准监测帮扶机制，支持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发展，打造鲁渝产业协作

“升级版”，高质量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完善立体防贫返贫监测体系
开展第二轮排查工作

“目前，我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但其中尚有一些农户特别是
脱贫户的发展基础比较薄弱，面临致
贫返贫风险。”市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

为此，重庆探索建立“点上重点监
测、线上专题监测、片上四级监测、面
上大数据监测”立体防贫返贫监测体
系，实施一户一策制定帮扶措施。

其中，点上重点监测，即结合全市
开展“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回头
看”，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突发严重困难户开展全面排查；线上
专题监测，即通过广泛调研走访，确定
产业、就业、重病、意外四项专题监测
内容；片上四级监测，即对全市有防止
返贫监测和帮扶任务的区县，整合帮
扶部门、镇村干部、监测帮扶联系人等
多方力量进行防贫监测；面上大数据
监测，即用好重庆防止返贫大数据监
测平台，动态掌握全市监测对象识别、
帮扶情况。

该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完善立
体防贫返贫监测体系，开展全市防止
返贫监测帮扶第二轮排查工作，重点
排查监测对象较为集中的乡镇和村，
重点关注脱贫群众收入和“两不愁三
保障”情况。

“一县一策”
支持四个重点县提速发展

在“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
行动”中，明确提出要支持城口、巫溪、
酉阳、彭水四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以下简称重点县）发展。具体如
何实施？

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市里根据每个重点县的特点以及资源
优势，采取“一县一策”方式，推进四个
重点县提速发展。

例如，城口发展思路突出“山”的
特色，将大力发展山地鸡、老腊肉、中
药材等产业；巫溪发展思路突出“绿”
的特色，将建设“两山”实践基地，培育
绿色工业产业；酉阳发展思路突出

“游”的特色，将着力发展文旅结合特
色产业；彭水发展思路突出“文”的特
色，把民族文化融入城乡建设、旅游产
业、农业产业之中。

“重庆还为四个重点县制定了
213条支持政策，敲定了168个项目，
目前已按计划实施。”市乡村振兴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四个重点县
落实新增专项债83.1亿元，安排市级
以上衔接资金21亿元，下达转移支付
约170亿元。

创新四项举措
打造鲁渝产业协作“升级版”

在“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
行动”中，还提到要深化对外协同互
助，拓展“鲁渝”等合作模式。重庆将
如何实施？

“山东、重庆两地通过创新四项举
措，推进‘东产西移’，打造鲁渝产业协
作‘升级版’。”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一是构建“1+N”协作体系，在产
业、劳务、消费等7个领域开展深入合
作，两地通过共育协作品牌，共建特色
产业园。

二是设立发展“基金池”，聚焦协
作区县优势产业发展，基金项目重点
向原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
县、17个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
和原18个市级深度贫困乡镇倾斜。

三是创新探索产业新模式，例如
借鉴农业产业的“寿光模式”，在开州
区打造鲁渝协作寿光蔬菜现代产业
园。

四是发挥工业互联网服务矩阵东
西部协作“云上桥梁”作用，援助建成
秀山、黔江等12个智慧园区公共服务
平台，以发展数字融合带动产业融合。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颜安、苏畅采写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为城乡融合奠定基础

市乡村振兴局市乡村振兴局

前不久，在忠县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新闻发布会上，忠县相关负责人介
绍，全县350个涉农村（社区）已全面
实施“三变”改革。

“我市忠县、丰都等区县已全域
推进‘三变’改革，全市‘三变’改革村
稳步扩大到3913个。”市农业农村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通过巩固拓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盘活
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实现城乡资源要
素合理配置。

三方面巩固拓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我们全面建立农村集体资产年
度清查和定期报告制度，全市9200
个村、8.5万多个组完成集体资产股
份合作制改革。”市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去年全市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 24.3 亿元，村均经营性收入
26.8万元。

该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从三个
方面进一步巩固拓展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实现城乡资源要素合理配
置。

一是细化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关
系，加快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结
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
理的运行机制，推行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合股联营新路径。

二是扩面深化农村“三变”改革，
鼓励符合条件的区域全面推进“三
变”改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三是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
场建设，完善市、区县、乡镇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服务体系，建立全市统一的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化系统等。

发展产业
重点培育涉农市场主体

“发展产业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的前提和根基。”市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要以“产村城”一体化，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其中重点就是加
大对涉农市场主体的培育。

目前，全市登记在册农业龙头企
业近4000家，其中国家级农业龙头

企业91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992
家。

“这992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整
体经营收入有2500亿元，但个体产值
上亿的不足200家，‘大龙头’企业偏
少。”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该如何做？
“一是要用全产业链的思路来

指导企业选准发展环节，壮大优势
环节；二是要指导和引导企业学会
辨析市场；三是要加大对企业的科
技输入力度和降低科技成果转化门
槛。”该负责人说，今年将新培育超
过30家年产值上亿元的农业龙头
企业。

实施“四千行动”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
展行动”中，明确提到要实施千万亩
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千亿级优势
特色产业培育、千万农民增收致富
促进、千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
创建“四千行动”，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

重庆具体将如何实施？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实施千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
行动上，重点实施高标准农田“四改
一化”工程、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工程等，到2027年改造提升
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

在实施千亿级优势特色产业培
育行动上，重点实施优势产业良种繁
育推广工程、农产品加工能力提升工
程等，到2027年力争形成3个综合
产值上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在实施千万农民增收致富促进
行动上，重点实施经营、就业、以城带
乡等促增收计划，到2027年，农民收
入达到2.79万元左右，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缩小到2.3:1。

在实施千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示范创建行动上，重点实施农村基础
设施“五网”建设、县乡村公共服务一
体化建设、“四治融合”乡村治理等，
到2027年，力争建成1000个独具特
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在城乡融合中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市农业农村委市农业农村委市发改委市发改委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重庆实
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拓展
城乡发展空间的强大动力。”4月3
日，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以全面深化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
验区重庆西部片区改革探索为牵
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重大示范工
程建设，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样
板区。

打造“一区两群”
对口协同升级版

重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各地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较
大，如何奏响“协奏曲”？

“在全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背景下，牢固树立一体化
发展理念，着力构建‘一区两群’协
调发展格局，推动我市区域发展向
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市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重庆着力构建“一区
两群”区县对口协同发展机制，围
绕产业协同、城乡互动、科技协作、
市场互通等重点任务，不断加大

“一区”对“两群”的帮扶协作力度，
协同发展取得一定成效。

如何进一步激发潜力？
该负责人表示，一是聚焦促进

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加快建立
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
体制机制；二是聚焦促进城乡资源
均衡配置，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础设施一
体化的体制机制；三是聚焦促进乡
村产业振兴，建立健全有利于乡村
经济多元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将渝东北渝东南
打造成库区山区现代化样板

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
渝东南渝东北地区既是重点，也是
难点。《行动方案》提出，坚持生态
富民、强县富民的发展导向，加快
渝东北渝东南现代化建设。

“统筹区县城、小城镇、乡村
发展，推动以区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城镇化建设，重塑小城镇连接
城乡、服务农村功能，推动县乡村
功能衔接互补。”市发改委有关人
士表示。

具体到产业上，一是要完善农
业保护支持政策，二是要推进“智
慧农业·数字乡村”建设，三是促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四是要培育
乡村民宿、休闲农业等新业态。

其中，渝东北将制定“三峡”
“秦巴”系列农产品区域性标准，支
持建设优质道地中药材产业带和
长江上游柑橘产业带；渝东南将大
力开发文旅项目，不断提升旅游产
品的品质和文化内涵。

加快万开云同城化发展
推动渝东北川东北一体化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也需要“硬核”
支撑。“万开云”板块无疑是推动渝
东北区域协调发展的极核。

“万开云”板块是成渝城市群
与长江中游武汉城市群的重要连
接点，是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万开
云同城化发展实施方案》印发一年
来，三地持续提升产业协同水平，
加快打造“产业互动圈”，万州长安
跨越、开州千能实业、云阳三木汽
车等企业互链布局，合作产值超
12亿元。

市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三地
将努力推进工业产业深度融合，优
化产业布局，发展汽车、材料、消费
品等六大产业集群。

同时，着力提升互联互通能
力，加速构建“便捷交通圈”。目
前，万州机场航站楼扩建工程正加
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江铁海联
运班轮（列）成功试点，万州新田港
二期加快建设，未来三地的交通必
将更加便捷。

市级层面，下一步还将积极推
动万开云与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
示范区协同发展，加快形成渝东北
川东北一体化发展格局，充分发挥
万开云在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
的经济增长极作用。

加快建设
城乡融合发展样板区

加快探索具有重庆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

按照发展蓝图，抓好“十

项行动”。《重庆市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行动方

案（2023—2027年）》（以下简

称《行动方案》）提出的“十项

行动”中，第九项是推动城乡

融合区域协调发展行动。

行动提出，到2027年，城

乡融合发展样板区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缩小至2.3∶1；渝

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

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现代化建

设取得显著成效，打造成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库区山

区现代化样板。

这一目标和相关任务将

如何分解落实、逐步实现？

如何探索具有重庆特色的城

乡融合发展新路？4月3日，

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市发改

委、市农业农村委、市乡村振

兴局相关负责人。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