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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土地”孕育“大希望”

涪陵 建设和美愿景 书写富民文章
俯瞰长江北岸，沿江浅丘地貌布

局于此，葱郁连绵的青菜头铺满田间，

一碧如洗的蓝天无边蔓延……这样生

态宜人的乡村美景图并非画中所绘，

而是存在在现实中的“世界榨菜第一

村”——涪陵区江北街道二渡村。如

今，这里的每一处山水人文都在为涪

陵全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工

作注入着独特的生命力。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二渡

村成功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重庆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美丽巴蜀宜居乡村先

导村”等称号。目前，涪陵区正助力龙

潭镇新乐村、马武镇石朝门村和武陵

山乡乐道村三个村加快创建全市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以点带面、因地制宜、

突出重点，聚焦党建统领、生态宜居、产

业兴旺、乡风文明和数字低碳等五方面

持续发力，打造一批有特色、有亮点的

示范村。预计到2027年，全区将建成50

个独具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奏农业丰收赞歌——
乡村更“富”

漫步龙潭镇新乐村，宽广的柏油
路上不时路过几辆运输蔬菜的货车；
不远处的蔬菜公园里，众多学生前来
体验乡村研学的乐趣；马路对面，不少
村民在自家双层小洋房的庭院内粉刷
立面，待工作结束后，便就着冬日间的
暖阳与友邻卧躺在院内的长椅上交谈
家常。

一边是不断壮大成熟的蔬菜产业；
一边是和谐美好的田园生活——这是新
乐村最平凡的一天，也是每个新乐村民
心中最纯粹的“和美”愿景图。

去年以来，涪陵区深化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的“号角”在村内遍地吹响，
涪陵区乡村振兴局在新乐村投入1600
万元用于发展当地特色优势产业。作为
涪陵拟创建的市级示范村之一，新乐村
发挥蔬菜产业优势，响应全区打造“1+
2+X”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的要求，持续稳定增加农民收

入，走上了一条产业富民、生态宜居的和
美乡村建设道路。当前，该村已打造出
集观光休闲、农业体验、研学康养、农耕
文化等功能为一体的蔬菜公园2000余
亩，累计吸引游客20余万人次，共计创
收500余万元。数据显示，目前全区蔬
菜种植面积达53.5万亩，每天供应蔬菜
超过1000吨。

“在蔬菜产业蓬勃发展的助力下，我
们村148户村民实现了在本地稳定务
工，预计今年人均纯收入能够达到2.5
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20余万元。”新乐
村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和美乡村建设工
作的推进下，强村富民的产业振兴画卷
正在新乐村徐徐铺陈。

绘乡村旅游画卷——
乡村更“美”

近日，市文化旅游委公示了市级第
四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涪陵区武陵
山乡乐道村入选。乐道村地处武陵山乡
北端,幅员面积19.82平方公里，海拔高
度 950 米 左 右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87.1%。上连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下
接816地下核工洞，前邻武陵山大裂谷，
后毗大木花谷，享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
源和生态资源优势。也正因这些亮眼的

“天赋”，让乐道村成为涪陵以农文旅融
合发展道路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美丽

“样本”。
每逢节假日，从乐道村二组名为回

头湾的地方，总能传来阵阵烤肉香气，令
无数游客驻足“回头”。近年来，这里积
极响应区委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做强民
宿和农家乐产业的号召，依托武陵山全
域旅游资源，已汇聚了8家农家乐，成为
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大亮点。

在旅游经济的带动下，村内农副
产品也打开销路。据统计，当前武
陵山乡乐道村已成功打造集休闲、
观光、采摘、娱乐、垂钓为一体的“乐
道坝”、“咪水洞”农业园；巩固高山
无公害蔬菜基地，年均种植高山糯
玉米 500 亩，脱毒马铃薯 500 亩，高
山反季节蔬菜 200 亩，高山蜜蜂饲
养户达 17 户，并打响高山野生沁竹
笋、老腊肉、高山糯玉米、脱毒马铃
薯、向日葵、土蜂蜜等农副土特产品
的知名度。

“乐道村回头湾村民金杨岚和丈夫
1年光靠经营农家乐就能实现纯收入40
万元。”涪陵区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也是涪陵依托农文旅融合发展道
路，实现农业经济和乡村旅游经济共同
发展、集体经济和村民共富的创新成果
体现。

自武陵山乡党委、政府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以来，乐道村结合实际，以新农村
建设为契机，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于
2020年获评涪陵区“人居环境示范村”，

2021年度获评“重庆市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村”，2023年获评“重庆市特色农
家乐村落”。数据显示，近5年，全村人
居环境整治共投入资金600多万元，修
建好村医疗卫生室、图书室、棋牌室和红
椿堂文化广场，全市最美旅游公路白武
路贯穿全境。

如今，武陵山乡乐道村正积极通过
优化人居环境打造更多的农家乐品牌，
引导规范乡村客栈民宿酒店、农家乐发
展。据统计，涪陵当前已成功创建红椿
堂、咪水洞、回头湾民宿文化示范点，发
展出以武陵山寨、武陵伴山为代表的五
星级乡村酒店2家，优质民宿12家、农
家乐18户，带动就业150余人。

亮乡风文明旗帜——
乡村更“和”

新年临近，马武镇石朝门村村委会
内，许多村民围坐在炉火旁，召开又一次
的乡村治理“互助会”。这次会上，众多
乡贤围绕进一步落实好“院落制”“楼长
制”等乡村治理管理办法展开广泛讨论，
让“大事政府办、小事村社办、私事自己
办”的乡村善治机制覆盖全村，充分发挥
村民自治积极性，提升村民幸福感和乡
村精神文明程度。

近年来，在乡村治理“互助会”等群
众自治组织的广泛开展下，往常垃圾分

类、村容村貌、旱厕改造、文明引导乡风
文明建设这些“难啃”的“硬骨头”都不再
是治理难题。2020年，武陵山乡、马武
镇民协村成功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
镇，在涪陵区乡风文明建设中创造出越
来越多值得借鉴的优秀案例。

“在抓文明村镇创建涵养文明乡风
工作中，我们坚持推动洁净生活进农村、
礼俗生活进农村、勤俭生活进农村、孝爱
生活进农村、健康生活进农村‘五大行
动’，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涪陵区农
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全区《乡风
文明实践积分回馈实施细则》的制定下，
303个行政村均实现了“文明积分”全覆
盖，参与文明创建活动人数达村常住人
口60%以上。截至目前，全区已创建全
国文明村镇5个、市级文明村镇26个，
区级文明村镇174个，推动乡风文明建
设水平和农民精神风貌显著提升。

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就
是贴近群众生活需求的最前端。如今
的涪陵乡村，家和、景美、民富的景象
处处可见，全区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
涪陵样板的目标也在逐步夯实。

刘玉珮 庞佳琦 马菱涔
本版图由涪陵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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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涪陵区正有序推进“1357”工
作思路与“积分制”“清单制”相结合，发
动村民共治和美乡村。其中：

“1”是坚持党建统领；“3”是发展特
色产业：特色水果、特色民宿、特色农产
品；“5”是推广五色家庭。红色家庭：积
极参加党组织活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绿色家庭：环境优美，积极参与生
态环境保护，在全域生态保护工作中有
一定积极影响；蓝色家庭：家庭和睦，无
家暴、打架斗殴等现象，无违规越级信访
行为，能积极参加辖区矛盾纠纷调解；橙
色家庭：返乡创业效果好，集体经济带动
力强；黄色家庭：孝老爱亲传承中华好品
德，关心关爱周边困难群体，事迹得到周
边群众认可。

“7”是推进“七长”治村：运用“村长、
社长、院长、家长”四个角色，结合专项管
理的“路长、河长、林长”三个角色协同开
展乡村治理工作。

江北街道二渡村

近日，走进跳磴镇金鳌村，
整齐的柏油路延伸至一座座美
丽庭院，在青山绿水间，一片姹
紫嫣红点缀其间，将城市生活和
田园美景连接起来。

三面环山，长江绕城而过，
位于中心城区西南部的大渡口
区，是典型的山水美丽城市。近
年来，大渡口区抢抓乡村全面振
兴和城市更新提升双重战略机
遇，紧扣“公园大渡口、多彩艺术
湾”建设，依托“城市中的乡村”
区位优势，结合金鳌山、中梁山

“两个主战场”，扎实推进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大渡口区“‘金
鳌田园’——巴蜀美丽庭院示范
片”成功入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乡村特色风貌（含传统村落）
保护十大典型案例。随着推动
城乡融合步伐加快，大渡口区正
在“好风景”里奔向“好生活”。

提升获得感
优质资源充实乡村软实力

去年8月，一场别开生面的结对联
建会议在沙沱村召开。由于公交运行时
间与学生上学放学不一致，村里学生和
家长赶不上公交，学生上下学都极为困
难。村党支部书记文钧和联建单位大渡
口区交通局经过沟通，决定采取村里统
计好学生上下学时间，交通局根据实际
情况和公交公司协调解决。

一场心连心的沟通让村里的急难
愁盼问题得到及时回应，得益于大渡
口区今年实施“党建统领·七联共建”
行动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该区
通过建立“七个一”结对联建工作机
制，每个涉农重点村由 1个以上机关
党组织、1个以上社区党组织、1个以
上优秀企业、1所以上学校、1家以上
医院、1名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和1名以

上贤达人士联系帮扶，充分发挥联建
各方优势，不断推动城市优质资源向
农村流动，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近年来我们依托‘金鳌田园’——
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项目建设，对金鳌
村108户农房进行改造提升，实现农房
品质、院落颜值、村落价值三提升。在乡
村基础不断夯实的同时，着力提升乡村
宜居指数，成为建设和美乡村的另一把

‘金钥匙’。”大渡口区农业农村委有关负
责人介绍。

为此，大渡口区加快补齐乡村公共
服务短板，持续加强农村基本养老服务
供给，助推医养结合向农村延伸；全覆盖
关爱服务农村分散特困老人、孤儿、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启
动建胜镇卫生院、跳磴镇卫生院（金地自
在城院区）改扩建工程，进一步提高镇、
村两级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推动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农村……让和美乡村幸福感
成色更足。

激发趣味性
文化赋能筑牢乡村厚底蕴

打卡民宿、认领共享菜园、感受田园

生活，每到周末节假日，“金鳌田园”综合
体游人如织，成为了游客们青睐的近郊
游、周末游、假日游的热门目的地。

体验剪纸、糖画、麦草画艺、花灯制
作等非遗技艺是游客们来到“金鳌田
园”必不可少的环节。去年8月，金鳌
村的传统植物染技艺被正式收录为大
渡口区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金鳌村乘势打造“非遗小院”，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展示、制作体验、
产品销售、休闲娱乐为核心，保护、传
承、发扬非物质文化，形成了可观赏、可
感受、可学习、可消费、可体验的文化旅
游综合体。

文化所在，就是乡村精神所在、力量
所在。近年来，大渡口区以人文之美赋
能乡村精神富有，致力于不断繁荣乡村
文化生活，品牌化打造农耕文化节、农民
丰收节等系列活动，提升乡村文化底蕴，
增添乡村生活趣味性。

立足环金鳌山片区特色历史文化资
源，组成工作专班，实地调研访谈，加强
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助力以文化为内容、
旅游为载体的“金鳌田园”综合体发展。

提升乡村文化建设品牌，将南海地
球村打造为大渡口区首个“艺术乡村”，
设立了“乡村音乐大舞台”“乡村艺术家
工作室”等主题功能空间，常态化开展各

类文体活动和流动文化进村，让乡村精
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

为促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普
惠化、便捷化，大渡口还积极推进基层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加强“两馆一中心”
建设，推进总分馆向乡村纵深发展。加强
镇（街）、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
设，通过线上“点单”线下“配送”方式，加
大乡村文化供给，为广大乡村提供多样化
文化产品。

打造共同体
善治善为增强乡村和谐度

近段时间，大渡口区跳磴镇石盘村
1社和10社的村民们高兴不已，大家期
盼已久的生产便道终于完工，让村民的
生活生产方便了不少。

由于地形原因，1社和10社大部分
村民土地位于山上坡地，上下山通行道
路为山间土路，对村民生产生活造成了
影响。去年3月，石盘村开展了一场关
于“石盘村一社、十社生产便道建设”的
议事活动。经过协商，修建生产便道马
不停蹄提上了日程。

深入推进石盘村全国村级议事协
商创新实验试点，折射出大渡口区探

索乡村治理新模式，促进农村和谐稳
定的不懈努力。近年来，大渡口区积
极探索政治引领、法治保障、综治能
动、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的

“六治融合”乡村治理新路子，构建乡
村治理共同体，为推进乡村振兴汇聚
合力。

小积分撬动大能量，在涉农村全面
推广积分制，探索拓展爱党爱国、乡村建
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56
项积分应用领域，群众参与村级事务、乡
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的主动性、积极性
越来越高。

试点推进“院落制”。坚持党建统领
网格治理，主动上门为村民解决实际困
难，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
不上交”。

此外，大渡口区还严格落实重大事
项决策“四议两公开”，持续优化落实“六
张清单”，完善“莎姐”社会矛盾多元化预
防调处化解机制，持续用好“智慧跳磴”
公众号、“云上金鳌”系统等平台，以数字
化赋能乡村治理精准有力。

以治理促建设、以建设促发展、以发
展促共富，将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共富
行动深度融合，一座都市里的乡村正悄
然崛起，优雅绽放。

刘钦 陈钰桦

大渡口 山水间的和美 都市里的乡村

市民在金鳌田园游玩 摄/侯宁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