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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宽阔平坦，休闲广场、健身器材、便民
服务中心样样都有，去镇上赶集还有免费公交
坐，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咯。”近日，说
起现在的幸福生活，华山村村民胡天珍如数家珍。

从华山村到复盛镇的路程约8公里。“便民
服务车平日开设4班，逢2日、5日、8日赶集日则
开设5班，村民可乘车直达家门口，完全免费。”

复盛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方尧介绍，2023年，华
山村便民服务车乘坐超7000人次。

在江北，如此的便民体验并非个例。目前，
该区“四好”农村路、到村到组路网覆盖率100%，
村—村、社——社开通农村公交线路，在全市率先
实现农村全域公交化。部分线路实现免费乘坐。

聚焦居民用水，自2019年在全市率先实施

农村饮水城市化以来，2023年又安排资金170
万元查漏补缺，在全市率先实现城乡供水一体
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用水同网、同质、同价。
同时，积极对接两江燃气公司，并补贴燃气初装费
用，五宝镇王家湾片区等农村居民实现集中供气。

此外，该区以开展教育品牌集团化办学为抓
手，新建十八中两江实验中学校、两江国际学校
鱼嘴实验校等教育基础设施，将优质教育资源引
入乡村；加大财政投入，率先实现农村低保户实
际保障水平不低于城市低保标准；并常态化开展
金融、医疗、文化服务“三下乡”活动。

说江北区的农业“小”，是指农业体量小，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较少。目前，农业生产占全区GDP比重不到0.1%，耕地约
1.26万亩。在这些基础和背景下，江北发展农业，更多的不是为了保障生产而是突出生态，更多的不是追求农产品产量而是
抓好品质提升、抓好探索求变。

“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日前召开的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对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了更细化的阐述。

把“小农业”做出“大文章”。近年来，江北区坚持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把高质
量发展作为农业农村工作主线，全力抓好农业增值提效、农村文明进步、农民增收致富，致力破解农业比重小、土地面积少、
发展空间有限的瓶颈问题，积极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江北实践。

城与乡同频 美与富共振

江北 把“小农业”做成“大文章”

因地制宜走好融合路
都市观光农业加速领跑

冬至过后，站在鱼嘴镇井池村石斛兰花基地
向外望去，远处的山坡在阳光映射下，蒙着一层
浅浅绿意。

“今年我们对周边140亩坡地进行了整治，
全都种下了油菜，现在菜苗都冒出土层5、6公
分了。”江北区鱼嘴镇副镇长周卫指着远处的

“桃子林岗岗”介绍，“最近的这片山坡面积约
80亩，等到春季满山油菜花开时，到石斛兰花
基地观光研学的市民，将会看到一幅菜花浪漫
的乡村新景。”

江北区地处重庆主城核心区，其农村田地具
有坡地多、旱地多、总量少、平地少、水浇地少的

“两多三少”特点。作为鱼嘴镇仅剩的一个村，井
池村的耕地几乎都分布在半山坡上，常规的农业
种植收益少。

“背靠城区、交通便利、地势起伏有层次，江
北区发展都市观光农业的优势得天独厚。”受到
鱼嘴镇的邀请，重庆市农科院都市农业研发中
心的王之劲近几个月常在井池村调研，共同谋
划建设一处新的集“产、学、研”为一体的农业观
光基地。

服务城市、富裕乡村。近年来，江北区深入学
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立足区域特点和特色优
势，以“现代都市观光农业”建设统揽全局，以“田
园美（特色种植）、农房美（民宿庭院）、环境美（自
然人文）”为重点，把“三农”项目做成“生态农业
园”的打卡景点，把打卡景点转化为“三农”工作
的展示窗口，探索打造“都市观光农业示范区”。

截至目前，该区已建成“七彩井池”“东坡
农场”“湖观山舍”等一大批体验农庄、采摘果

园、垂钓乐园、精品民宿，2023年接待游客逾
120余万人次。“一村一特色”的休闲观光农业
让沉睡的农林资源“活”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

日前，复盛镇华山村、石庙村首次举行村
集体经济组织分红仪式。“我们共拿出18万元
给合作社村民分红，497人得到了分红。”华山
村股份经济联合社理事长包加亮介绍，2023年
华山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500万元，村民人
均增收1200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万
元。华山村《“后进”变“先进”走出振兴路》经
验做法，获评“重庆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创新
十佳案例”。

以都市观光农业建设为统揽，江北区村集体
经济组织收入从2019年村均10.1万元提升至
2023年村均约196万元，5年增长近20倍，全区
所有村均实现分红。

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江北区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278元，排名全市第3；
增速7%，在主城都市区排名第1位。

提升颜值打好全域牌
和美宜居乡村款款而来

乡村之美是怎样的？走进五宝镇逛一逛便
知——小青瓦、大白墙，门前小花园、屋后小菜
园，道路沿线花草铺陈、路灯林立，诗意的“桃花
源”不过如是。

长久以来，城乡差距之一就在环境和卫生。
作为全区唯一的农业镇，五宝镇无疑是江北整治
提升人居环境的主战场。

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江北区
把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最优区”作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坚持高标准谋划、全覆盖实
施、一体化推进，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

动乡村面貌整体跃升，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的乡村新图景。

从颜值着手，坚持高标准谋划，让乡村变景区。
成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农
房改造、环境整治、设施完善、三个革命“四大行动”。

全覆盖改造农村住房。坚持“应改尽改、能
改则改、愿改则改”原则，结合全区村庄资源禀
赋和实际情况，投资超2亿元，一村一策设计巴
渝民居风格，全覆盖改造辖区农村住房1834栋
和农民聚居小微组团环境，全面提升农村居民
居住条件。

全覆盖推进“三个革命”。农村卫生厕所普
及率 97.6%（其中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95.64%），2023年新建农村公厕11座；农村生活
垃圾按照“户集、村收、镇转运、区域处理”模式，
治理率达到100%，新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5处，
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90%以上。农村环境
实现从“污水靠蒸发”到“清水绕人家”华丽蝶变。

此外，该区还持续开展村庄清洁和“五清理
一活动”专项行动。多措并举之下，江北农村已
成为主城市民春赏花、夏露营、秋摘果、冬徒步的
假日出行好去处。自然营地、葡萄种植园等项目
主动上门落户。

截至目前，江北区已成功创建重庆市“美丽
宜居村庄”8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美丽巴蜀
宜居乡村先导村4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1个。

城乡一体构建新格局
农村公共服务示范先行

发挥优势找准突破口
农业品牌建设成效显著

探索发展农业总部经济新模式，是江北农
业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调结构，实现书写“大文
章”的重点探索。

与制造业和服务业一样，农业同样面临产
业升级的问题。江北区采取多种支持方式，强
化财政投入撬动，汇聚资源要素，引导企业加
大投入，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引领作用，进一步
强化带动效应。

仅有少量涉农行政村的江北，农业链条如
何延长？农业后劲在何处？要回答这个问题，
需要将视角向高空延展——

江北坐拥69公里中心城区最长的“黄金
岸线”，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重庆自贸试验区等
开放优势叠加，拥有全国第一个内陆保税港寸
滩保税港、全国最大内河“水铁公”联运枢纽港
果园港……

得益于物流交通优势，永辉超市、光大奶
业、长城茶业等农业总部企业纷纷落户江北。
采取“扬长避短”的方式，江北围绕农业总部经
济、农产品电商、农产品进出口销售等方面精
准发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2022年，实现奶制品、粮油、水
产品、蔬菜、肉类、茶叶等农产品网上销售额
10.19亿元，位列主城区第一；2023年1至10
月，实现农产品加工产业进出口额13.73亿元。

此外，江北还以绿色、质量、效益为核心，
广泛实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差异化
推进农业在“卖加工品”“卖品牌、服务”等方向发
力，打造高品质、有口碑的农业“金字招牌”。

截至目前，全区共培育和发展国家级农业龙
头企业3家，排名主城第一；市级农业龙头企业8
家，重庆市名牌农产品7个，“巴味渝珍”授权产品
11个，“两品一标”绿色食品认证43个，形成以一
杯光大奶、一张塔山皮、一壶长城茶、一篮正大
蛋、一支生物药“五个一”特色农产品品牌。

“小农业”被江北农业人写成了“大文章”。
“新农村新希望，和美乡村争榜样。”江北

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范远东介绍说，下一步，
江北农业农村委将进一步深入学习浙江“千
万工程”经验，打造“屿江别院”“五宝渔村”

“花漾农场”等都市观光农业景点，优化农村人
居环境，提高村民收入水平，全力打造都市观
光农业“示范区”、农村人居环境“最优区”、都
市现代农业“特色区”、城乡公共服务“先行
区”、基层现代治理“样板区”，奋力谱写“集体
强、村庄美、产业兴、村民富”的和美乡村新篇
章。

在五宝镇天宝湖小区悦鑫超市里，每天都会
有村民前来兑换商品。

“这次回收了废旧塑料瓶 4斤，废旧纸块
40.6斤，一次就积了223分。”近日，刚从五宝镇干
坝村文明积分办公室出来的村民李忠伟，笑着举
了举手中的卡便走进超市，“10积分等于1块钱。”

以积分转习惯，以习惯化新风。近年来，江
北以“大文明”理念，将乡风文明、农村志愿服务、
垃圾分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网格化管理等5
类27项内容纳入文明积分系统，用文明信用积
分制度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积极性，让乡村治

理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的内生动力。
文明积分促文明，仅仅江北区抓好基层治理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江北坚持党建统领，推动建设
法治、自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
最前沿。围绕“四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江北按
照镇有法律顾问团、村有律师事务所、社有法律
明白人的标准，搭建起三级法律服务体系，10个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小马工作站”随时为基层
组织和村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调节服务，实现
全区所有村全覆盖；常态化开展“文明村镇”“身

边好人”“最美庭院”等榜样评选工作，广泛开展
“百姓论谈”、“十抵制十提倡”、“三棵树议事厅”
等主题活动，培育新风正气时尚。

值得一提的是，“老马带小马”入住村民家，
调解化解农村居民纠纷工作法入选全国“枫桥式
工作法”典型事迹案例。

除此之外，举办红白喜事也有了大改变。“以
建立完善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为抓手，我们
将禁止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等纳入村规民约，推动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五宝镇干坝村党支部
书记王怀余表示，该村已获评为全国文明村、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如今，江北的美丽乡村铺展出令人振奋的画
卷：全区所有村镇均获评市级以上文明村镇，其
中“全国文明镇”1个，“全国文明村”2个。

四治融合激活新动能
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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