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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田园 古寨栗子

丰都 打造美丽宜居示范乡镇“建”出宜居新家园

山清水秀生态美，
宜居宜业幸福村。深
秋时节走进丰都县乡
间田野，随处可见的农
房庭院错落有致，风景
如画的和美乡村跃然
眼前。

近年来，在市住房
城乡建委、丰都县委、
县政府的大力支持、指
导下，丰都县住房城乡
建委全面落实乡村振
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新型城镇化等
战略部署，加速推进美
丽宜居示范乡镇建设，
围绕“一深化三提升”
对辖区内试点场镇基
础设施进行全面提档
升级，聚力打造出一个
环境优美、功能完善、
特色鲜明的美丽宜居
乡镇。

目前，丰都县栗子
乡美丽宜居示范乡镇
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
中，建设改造后的场镇
风光秀丽、品质提升，
不断刷新着村民群众
的幸福指数。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出行更加便捷

山樱花、美人蕉、鼠尾草高低错
落，层次丰富，入场沿线的道路转弯处
有了新的绿化景观……走进丰都县栗
子乡，在场镇入场口映入眼帘的便是
一片翠绿，虽然已入深秋，但应季的灌
木植被依旧绽放着，屋舍错落有致、道
路平坦整洁，房前屋后的步道干净整
洁，连接着整个乡镇，方便村民们的日
常出行。

栗子乡地处丰都县南部，这里有
着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文化，有雄奇的
山水、醇厚的古寨风情，更有二路红军
等五次战斗的经历所在。

2022年以来，丰都县住房城乡建
委和栗子乡党委政府积极行动，大力
推进美丽宜居示范乡镇建设，着力推
进场镇沿线环境整治提升、充分挖掘
栗子乡的红色文化、古寨文化、将本土
文化融入环境当中，改造入场道路沿
线绿化景观、同时利用本地石材新建
挡墙，改善水体环境，整治黑、臭的现
状情况。

此外，围绕场镇基础设施建设，该
乡还因地制宜规划起了口袋公园、停
车场、便民步道、公共厕所等场镇基础
设施，在提升场镇整体环境的同时，进

一步满足村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所
需，提升村民幸福感。

“我们新建的公厕采用砖混结构，
包含男卫含3个蹲位、3个小便器；女
卫内设6个蹲位；以及第三卫及清洁

房，污水接入场镇市政污水管网，同时
我们还新建了两个停车场。”栗子乡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他介绍，整个公厕和停车场均
铺设草油，增设座椅及绿化带等，达到
空间使用合理化，同时为满足村民群
众的活动需求新建起了一条环整个乡
镇的便民步道，干净整洁的步道不仅
方便着居民的日常出行，还成为栗子
乡一道独特的靓丽风景。

“最让我们满意的是政府新建的
这个小公园坝坝，日常我们跳坝坝舞
都有了地方。”村民陈阿姨对新建的口
袋公园赞不绝口。

目前，位于栗子小学正门处的口
袋公园已经建成投用，配套休闲座椅、
康体设施、公示栏等，成为栗子乡村民
群众的又一新活动场所。

乡村品质不断提升
居民幸福感满满

近日，新建成的栗子乡文化展示
中心内欢声笑语，非遗文化传承活动

正在进行。
走进文化展示中心，古朴的外立

面外墙，独具特色的木质结构、保留完
整的老梁柱、老门板，身处其中仿佛回
到儿时时光。

“修旧如旧是我们对其进行打造
的一个特色亮点。”据栗子乡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建筑在改造修缮过程中，在
尽可能地保留建筑原貌的同时，完善
新增基础设施，达到便民利民的改造
效果。

目前，该综合文化展示中心设置了
乡情展览厅、多功能活动厅、多功能培训
室、新农人会客厅、新风书院等功能室，
进行乡情文化展示，能舞蹈培训及排练，
绘画、书法讲座培训，接待、座谈小型会
议等。还能提供给居民进行读书看报。

同时，栗子乡大力实施人居环境
示范点建设，完成栗子乡金龙寨村陈
家岩传统村落保护项目、蓼叶坝人居
环境示范点一、二期建设项目，按照

“政府支持、村民自筹”的方式打造人
居环境示范片。栗子乡金龙寨村在全
国2867个村庄中脱颖而出，成功列入

由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的“第六
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高品质推进乡村建设
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丰都县以美丽宜居示范
乡镇建设为推手，大力实施人居环境
示范点建设，同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积极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丰
都县董家镇彭家坝村、都督乡后溪村、
仙女湖镇金竹林村、三建乡绿春坝村、
太平坝乡下坝村、包鸾镇红花坡村、栗
子乡金龙寨村等7个村被列入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12个村落被列入重庆市
传统村落名录。全面完成金龙寨村陈
家岩传统村落保护项目。三建乡绿春
坝村保家楼依托传统村落优势，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成效显著。

启动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
丰都县积极开展包鸾镇“飞鸾稻香”巴
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按照“一户一
策”“一院一品”“连点成片”的思路，建
设巴蜀美丽庭院60户，实现农房品质
提升、院落颜值提升、村落价值提升。

“今年，我们积极响应村民群众
呼声，深入推进包鸾镇飞鸾稻香巴蜀
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力争将飞仙洞
村打造为彰显巴蜀风格的美丽特色庭
院。”丰都县包鸾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践行美
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健全党组
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村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以村级党组织为
核心、村民小组为主体、党员为支撑的
网格化治理体系，创新村民群众“五组”
议事办法，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常态
化，推行红黑榜、积分制，通过共谋共建
共管共评共享，推动乡村建设。

“接下来，我们将聚力建设美丽宜
居示范乡镇、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巴蜀
美丽庭院示范片，以农房品质提升为
基本，以农业产业为核心，以多元文化
为灵魂，以完善配套设施为支撑、农文
旅融合发展为体现、以提升居民幸福
感为目标，建成宜居新家园。”丰都县
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王静 刘廷

核心提示

走进桥头 望见乡愁

石柱桥头镇 小镇蝶变焕新颜 人到桥头自然“值”

“船到桥头自然
直”是流传已久的俗
语，既表达了处于困境
时的宽慰，也表现了对
未知事物坦然面对的
一种心态。

而在石柱县桥头
镇，这一句俗语正是桥
头镇高质量发展的真
实写照。作为17个市
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乡镇之一，近年来，在
多方共力下桥头镇已
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同时作为美丽
宜居示范乡镇之一，该
镇在市住房城乡建委、
石柱县住房城乡建委
的支持、指导下围绕
“一深化三提升”对场
镇基础设施进行全面
提档升级，聚力打造环
境优美、功能完善、特
色鲜明、管理有效的美
丽宜居示范乡镇。

如今，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的桥头镇，场
镇面貌焕然一新，成为
人们心中那个可以寄
托“乡愁”的地方。

场镇有了新面貌
居住玩耍都很“值”

石柱县桥头镇地处石柱县中部。
过去，这里虽然拥有千年历史底蕴和
丰富的生态资源，但由于产业基础薄
弱、人力资源匮乏、基础设施陈旧，发
展长年滞后。2022年被列入美丽宜
居示范乡镇后，桥头镇迎来了场镇建
设发展的新机遇。

“现在有了停车场，我们这些周边
来玩耍的群众停车方便多了。”市民李
先生对新建场镇停车场很满意，他表
示，藤子沟水库修建以来，每年夏天都
会带着家人来到桥头镇居住一段时
间，“冬暖夏凉，这里生态环境特别
好。”李先生表示。

据悉，自2022年列入市级美丽宜
居示范乡镇以来，桥头镇便启动了年
度项目策划设计工作，设计经多次修
改后通过了相关部门审查，从此开始
了一场蝶变焕新之旅。

“今年我们先后进行了整治场镇
内路灯工程、场镇管线整治工程、现有
公共卫生间改造工程等多个项目工
程，进一步完善场镇的基础配套。”桥
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今年，该镇先后更换了马
鹿街、梧桐街、桂花街安装LED路灯
230盏，持续规范改造马鹿街、梧桐
街、桂花街重要节点的强、弱电线、燃
气管线及残缺、损坏、堵塞给排水管

网。打通场镇至原有百步梯及码头的
人行通道，并提升场镇入口形象，在该
区域内新建一入口牌坊宽度17.5米，
高度8.8米、一个停车场900平方米，
一所公共卫生间面积40平方米，绿化
面积4510平方米。让场镇基础面貌
得到显著提升，从镇上一眼望去，优渥
的自然本底一览无余，有山，有水，有

森林，有滨湖，有崖线，有美丽的人居
环境，无论是居住还是玩耍都独具特
色。

高标准建设精品民宿
魅力山水值得一览

随着场镇基础配套的完善，乡镇
环境的不断提升，近年来，石柱县桥头
镇依托良好的资源禀赋，着力打造精
品民宿，目前已集聚多家精品民宿。

坐落在藤子沟水库旁的“半山泮
水”是其中之一。依山傍水的地理位
置、古朴典雅的传统风格、现代智慧的
宾馆服务让这家民宿一开张就受到了
游客的追捧。

“我们落户桥头是因为桥头不仅
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而且还有着千年
的文化底蕴，以及乡村振兴让整个周
边的基础设施非常完善，所以我们选
择在桥头建设民宿。”该民宿相关负责
人表示。

据悉，桥头镇境内海拔700米至
1600米，以山地丘陵为主，气候四季
分明，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厚

重，产业基础较好。近年来，陶然居瓦
屋小镇、陶然半山民宿、羊角寨临崖民
宿、再别康桥民宿以及白塔隐麓大型
滨湖民宿群项目、长沙村喜马拉雅露
营基地、桥头村风情渔村等民宿已落
户该镇，促进了该镇民宿产业高质量
发展。

目前，为加快建设滨湖康养小镇，
桥头镇把打造一批全市领先的“桥头
精品民宿”作为重要抓手，围绕农文旅
综合发展的路径，突出打造环湖文旅
板块，按照政府整治环境、企业投资民
宿项目、群众参与配套服务的模式，精
选20个院落、收储52处闲置房屋，着
力打造全市首个民宿产业综合体。同
时，启动滨湖康养小镇和藤子沟国家
湿地公园两个4A级旅游景区的创建，
大力开发夜市经济，把桥头镇建设成
为让游客流连忘返的旅游目的地。

农文旅融合发展
打造乡村振兴“桥头堡”

听着传统山歌，欣赏土家摆手舞，
品尝高山腊肉、石柱莼菜，走进桥头镇

你可以感受到纯天然的土家风情。
因地制宜发展土特产，是各地不

少乡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一
招，而独具特色的“农文旅”资源，正是
桥头镇的“土特产”。

陶然居瓦屋小镇便是陶然居集团
联合桥头镇政府打造的一个特色项
目。该项目占地1000亩，集传统民
宿、数字酒店、演艺广场、体验项目、农
业观光、特色农产品产业基地等于一
体，成为全国“万企兴万村”示范基地。

近年来，陶然居发挥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品牌、市场、生产优
势，结合桥头镇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发展规划，打造出涵盖种植基地、加工
园区、产业学院、文旅小镇为一体的产
业振兴全产业链条，推动“工农餐旅文
宿购”融合发展，创新探索了一条乡村
产业振兴的新路径，为当地创造了上
百个就业岗位，带动千余名农户实现
持续增收。

此外，作为重庆市级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乡镇，桥头镇还积极联合重庆
市工商联餐饮商会，采取政府+商会+
龙头企业+高校+村集体+农户的共富
利益联结机制，扎实推进“万企兴万
村”行动。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入驻，
桥头镇的各类旅游业态加速构建，旅
游产业链日趋完善。

通过不懈努力，目前，桥头镇产业
发展初步实现了由过去种植养殖传统
产业为主向农文旅融合发展转型，“民
宿+餐饮”“民宿+文旅”“民宿+研学”
等探索都取得了较大突破。

“我们未来将打造涵盖3000亩辣
椒、300亩莼菜、5000亩油菜和水稻
的‘三色’经济示范基地，实现第一产
业的提质增效。”桥头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

接下来，陶然居高山腊肉加工厂
建成，重庆菜原辅材料产业加工园、乡
村振兴产业学院的引入将推动该镇第
二产业产值提升，系列社会资本的引入
推动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不断完善
的场镇建设，持续做强的产业基础，将
持续为老百姓带来高品质生活，为乡村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助力桥头镇
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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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傍水的桥头镇 摄/李显彦

半山泮水民宿 摄/李显彦

秋日的栗子乡层层叠叠的梯田金黄一片 摄/廖成华

栗子乡场镇入口 摄/李显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