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1月4日
星期四

责编 胡东强 王萃
美编 王睿

16

黔
江

黔江 和美乡村万象新
赏太极镇的音乐艺术，观寨子社区的沿江风貌，尝中塘镇的应季水果……季节在变，黔江广袤的乡村却始终风光旖旎，毫不吝啬地

向每一位游客展现“生态宜居、和美如画”的田园风貌。
黔江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是渝东南区域中心城市。去年以来，该区立足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对乡村建设内涵及目标进行

丰富和拓展，努力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加速推动“乡村美”向“乡村现代化”蝶变升级。
步步是风景、村村有示范。如今的黔江，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和美乡村在武陵山区腹地星罗棋布，宜居宜业的现代版“乡愁”正持

续放大原生态乡村魅力。

强化和美乡村“自治力”

近日，在黔江区石会镇中元村便民服务中
心，两位村民的一起纠纷在这里得到了及时高效
的化解：因道路整修，挖断了邻居家的水管，双方
发生矛盾纠纷，在乡贤调解员刘作军的调解下，
两位村民笑着握手言和。这样的事情之所以能
及时解决，和黔江区强化乡村自治力的系列创新
举措密不可分。

大事小情“六式共治”。近年来，中元村将全
村划分7个网格、2个大院微网格，组建6个网格
党小组，开展村民说事、民情恳谈、百姓议事等各
类协商活动。中元村曾是一个市级贫困村，随着
4个组的村民集中搬迁，村民的生活条件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虽然日子好了，但有些
村民的思想却还“留”在山上，大小矛盾纠纷不
断。于是该村因地制宜培育在群众中行事有威
望、办事有公道、干事有担当的新乡贤，为基层治
理赋能。实施积分制管理，聚焦遵纪守法、产业
发展、乡风文明建设等10个方面、37小项的乡村
治理指标，构建网格式、参与式、溯源式、数字式、
法治式、监督式“六式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模
式，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

党建统领“四治融合”。黔江持续深化新时
代“枫桥经验”实践，以党建统领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推动党的“神经末梢”和基层治理“基础
单元”深度融合，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
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搭建
了由村党组织领导，村委会、群众互助组织和社
工组织等多方参与的乡村共治平台，在基层公共
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阿蓬江镇高碛社区，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与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发展

“党建统领、民主助力、政府实干、代表跟进、群众
参与”的工作格局，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了乡
村振兴全过程。

乡村治理“三事分流”。黔江将群众问题诉
求按照政府管理事项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大事”、
村级公共事项及公益服务等“小事”、群众个人事
务等“私事”进行分类分责处理、分流解决、闭环
管理。不断拓展“清单制”“积分制”“院落制”覆
盖面，全区216个涉农村社积分制工作已实现全
覆盖，同时因地制宜探索院落自治、楼栋自治新
模式。积极推广“小院家”小程序，以“党建＋互
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互
联网”等方式让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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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乡村 黔江有“数”
2023年前三季度，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24.1

亿元，同比增长5.2%
打好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攻坚战，完成营造

绿化林10万亩，森林覆盖率65%
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3家，累计培育

高素质农民 6795人、农民专业合作社 1410个、

家庭农场610个、种养大户和专业大户2556家
回引947名外出人才返乡创业，建成农业经

营性社会化服务组织396个、益农信息社216个
建成乡村文化馆、图书馆分馆 60个，开展

“家风润万家”“法律进农家”等主题活动300余
场次。

推动 7508名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

结对联系网格 1322个、院落（楼栋）4874个、群

众12.8万余名。

2022年，在外经营汽摩生意的汪川选
择回到黔江区邻鄂镇高坪村养牛，成为一
名回乡创业的新农人，养殖场里膘肥体壮
的600多头牛是他憧憬未来幸福生活的底
气，而这样的底气，来自黔江区乡村产业发
展“内外兼修”的硬实力。

聚力主导产业练“内功”。近年来，邻鄂
镇不断完善“路网、电网、水网”，标准化圈
舍、饲料加工车间、青贮池等一系列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建立起来，同时采取“本地人返
乡创业+大学生创业+区内外招商引资”模
式，越来越多人选择来到邻鄂镇发展。邻鄂
镇500头以上规模养殖场12个，存栏肉牛
数4800余头，存栏增长率434.8%。蓬勃发
展的肉牛产业在“饲、养、加、农、工、贸”每个
生产环节拓展了农村收入渠道，以1个500
头规模场为例，饲养环节常年可提供8个就
业岗位，年人均务工收入4.2万元。

去年以来，黔江加快做好“土特产”文
章，实施百亿级优势特色产业培育工程，以

“稳粮兴菜、稳猪兴牛、稳烟兴桑”为重点，

推动农业产业全链条升级，着力构建以“粮
油桑猪牛”为主导的产业体系，以产业发展
带动村民就业致富。

发力特色产业拓思路。黔江加速“烟
果渔菌药”等特色产业发展步伐，以卷烟、
肉制品、茧丝绸、预制菜为重点，制定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积
极培育和引进一批产业链条长、市场竞争
力强、品牌影响力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打造集标准化原料基地、集约化农产品加
工、体系化物流配送营销网络为一体的农
产品加工园区，农产品加工产值持续领跑
渝东南。同时实施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

“头雁”项目，围绕种植养殖、休闲农业、电
子商务、仓储物流、加工销售等领域培育

“头雁”，积极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在民
宿餐饮、农产品加工、教育培训等行业实现
创业……以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在家门口赚
钱，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力
资源基础。新农人扎根乡村、建设乡村，使
黔江区和美乡村的实力更硬，基础更牢。

金秋时节，太极镇李子村首届太极秋收
稻田音乐会如火如荼，一曲悠扬婉转的村歌
《梦回家乡》让山村在丰收的喜悦中陶醉。

“梦回家乡，青山作屏障，螃蟹鱼儿河
中游，白鹭齐飞鸟欢唱，金鸡寺里传神话，
白果树下拉家常……”优美的歌词正是李
子村建设和美乡村的真实写照。近年来，
李子村提档升级农村人居环境，建立完善
文化和娱乐设施，充分利用农家书屋、文化
广场等文化平台，开展“油菜花节”、养蚕技
术培训、“迎新春送春联”、春节联欢晚会等
活动，让乡村生活面貌焕然一新，辛勤劳作
的村民放下锄头，成为了文体活动主角，处
处透露着文明范儿。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近年
来，黔江加强文化供给促进精神富有，着力
改变农村地区生活习惯、语言习惯、娱乐习

惯、生产习惯，为乡村振兴铸魂、塑形、强
基，不断涵养和美文明力。

建立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因地制宜
推进农村圈舍改造，持续开展农村厕所革
命、农村污水革命，配备完善的垃圾收运设
施，30个乡镇街道水、电、气接通率100%。

大力推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构建肉
牛养殖-牧草种植-秸秆利用-有机肥加
工、稻-渔综合种养等种养循环生产组织
方式。深化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
新技术、新设备应用推广，推动农业发展
方式实现“粗放生长”向“精耕细作”转型
升级。

此外，黔江还健全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三级工作体系，广泛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六讲、六进”活动和非遗传习点建设，引
导村民自觉“讲文明，树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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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和美乡村“硬实力”

涵养和美乡村“文明力”

一江碧水两岸青，农家如画乡村兴

邻鄂镇高坪村养牛场

石会镇中元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海通丝绸公司工人在生产车间忙碌

金溪镇青菜头初级加工厂，村民在晾晒青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