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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示范带动 加快全域推进

綦江 宜居宜业美如画 和美乡村踏歌来
綦江，江以綦名，区以江名，享有“重庆南大门”之称。
去年5月，重庆市乡村振兴局公布2023年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创建名单，綦江区隆盛镇振兴村、三角镇红岩村、石

壕镇石泉村入选。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大任务。”綦江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全区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入挖掘本地优势资源，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加快全域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随着一项项乡村产业做大做强，一座座农家院落美如画卷，一曲曲文化乐章响彻大地，如今的“多彩綦江·创新之城”驶入

发展“快车道”，一幅宜居、宜业、和美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正变成乡村实景图。

红岩村紧靠綦江国家地质公园4A级景区老
瀛山，独特的丹霞地貌造就红岩人口较为集中，
院落式分布，有瓦屋院子、瀛山院子、刘家院子、
石长门院子等20余个。

如何把群众动员起来，合力将环境整治得更
美、乡村治理得更好，成为红岩村创建“和美红
岩，如来如愿”的一道难题。

“綦同‘齐’，綦家同‘齐家’。綦人世代有肃
正家规，整齐家风的祖训，故綦人以‘齐家’理念
治理綦人之家。当前，全区正在加快打造以‘綦
家小院’为主题的‘院落微治理’綦江模式，这也
为红岩村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红岩村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村以“院落微治理”为载体，持续推进
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融合发展。同时，吸纳乡村
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艺术家等48人下沉乡
村，开展陪伴式设计服务及建设运营服务，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瀛山院子民宿负责人翁杰是红岩村的一

名“乡村规划师”。今年初，从事室内设计工作
的翁杰计划建造自己的首个民宿，经过多地走
访，他最终决定将民宿选址在家乡红岩村。得
知有年轻的设计师返乡创业，红岩村主动发出
合作邀约。“当村里负责人找到我时，我也很乐
意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翁杰
说。

去年7月，红岩村的“蝶变”从瓦屋社迈出了
第一步。原本散养的鸡鸭改成了圈养，杂乱的小
路修成了整洁的水泥路，村民们捐出家里的老物
件共同打造文化墙……如今的瓦屋社房屋错落
有致，庭院井井有条，庭前院后栽种的蔬菜嫩绿
喜人，一个个“高颜值”农家小景让村子焕然一
新。

目前，红岩村已经配备公厕9座，文化广场4
个，卫生厕所普及率、生活污水治理率、垃圾回收
率分别达到90%、90%、100%。同时，依托瀛山
景观已打造瀛山院子等精品主题民宿1家、休闲
农家乐8家，近两个月吸引旅游观光2000余人
次。众人拾柴火焰高，红岩村加快迈向新生。

“乡村振兴向‘美’而行，这里的‘美’既包括
人居环境之美，也包括乡村治理的和美。”綦江区
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綦江区创新“治理引领环境、环境反
哺治理”工作思路，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与
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乡村治理新体系，
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治理实现融合相
促、美美共生。

推进乡村治理“清单制”。推广运用乡村治
理清单制，形成“权力、自治、协助、证明、服务、负
面”等六张清单，全区311个行政村（涉农社区）
已完成“六张清单”制度上墙并制定流程图。

调动村民参与治理。推广运用“积分制”，建

立以农村人居环境等内容为重点的综合积分评
价体系，对主动参加村级清扫、自家庭院干净整
洁等内容进行赋分，推动环境整治与乡村治理深
度融合。投入257万元用于积分商品兑换，用

“小财政”撬动“大热情”，广泛调动村民参与乡村
治理的积极性。

引回綦江“三师”（建筑师、规划师、工程师）
人才，参与农村人居环境的规划设计和系统打
造。集中打造一批“功能美、风貌美、环境美”的
农村人居环境示范地和具有承载“乡愁、乡韵、乡
味”的美丽院落，生动再现碧水清波入画来的乡
村风情。

截至目前，通过村级带动、群众投劳的方式，
全区集中实施了476户农村户厕改造、4239户
庭院整治，新建174公里人行便道，安装路灯
1934盏，35个村获评市级美丽宜居村庄。乡村
治理逐步从“村里事”变成“家家事”，一幅幅和美
乡村画卷更是赢得民声、汇聚民心，进一步夯实
了乡村治理基础。

振兴村位于綦江城区东北部36公里，曾经
因为山坡多、耕地少、缺乏支柱产业，一些村民纷
纷外出务工，不少人感叹“振兴村难寻振兴路”。

近年来，振兴村依托“两山夹一槽，河路贯
全村”独特地貌，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绿色发展理念，以“蜜李花溪，和美振兴”为发
展定位，不断优化经果、花卉、蔬菜产业结构布
局，累计认证“綦江奈李”“甘溪蜜李”“九甜李”

“清奈李”“草堂泡菜”等品牌17个，产业发展强
劲，产品美誉度逐年提升。

其中，李子产业种植面积达到3100亩，实
现年产值30万斤、600万元。目前，振兴村还争
取到“百亩李子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相关资金
1000余万元，正在建设“避雨棚、水肥一体化、
单轨山地运输机、数字监控系统”等现代农业设
施，提升李子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抗风险能力，进
一步保障品质和产量。

花卉产业是振兴村的又一个重要支柱产
业。目前，以三角梅为主的花卉产业种植面积

达到200亩，实现年产值120万元。“一年四季
花常在，游客来振兴村能欣赏到不同季节的乡
村田园风光。”振兴村相关负责人介绍，比如，春
天有桃花李花3000余亩、油菜花100余亩和草
莓，夏天有荷花30亩、玫瑰100余亩和奈李，秋
天有三角梅桂花100余亩和葡萄、猕猴桃，冬天
有蜡梅和柑橘。

特色产业高质高效，联农带农成效显著。
2022年，振兴村群众流转土地收益220余万元，
劳务收入240余万元，产品销售收入200万元，
共计66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5元。为
了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振兴村成功创建区级
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开展有效的创业指导服务、
科学的种养殖技术培训指导和一定期限的政策
扶持，支持返乡农民创新创业。

兴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群众，振
兴村的振兴之路成为綦江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近年来，綦江区以建设国家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和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抓手，因地
制宜探索发展适合当地的特色产业，重点构
建粮油、蔬菜、生猪三大保供产业，萝卜、辣椒
两大优势产业，草食牲畜、特色林果、生态渔
业、中华蜜蜂、中药材五大特色产业的“325”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体系。同时，深化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农特产品精深加工、
仓储物流、市场消费等上下游产业有机衔接，
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加快打造 100亿级生
猪、30亿级草食牲畜、10亿级草蔸萝卜、10亿
级綦江辣椒、10亿级横山大米等全产业链产
业集群，实现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连续保持“两
位数”增长。

2022年，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531元、增长6.8%。“我们将进一步优化特色
优势农业产业矩阵，提升区域农业的综合竞争
力，让更多的群众早日吃上‘产业饭’，走上致富
路。”綦江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

绣花功夫优环境 推动乡村建设治理融合发展

因地制宜抓发展 做大特色产业带动乡村致富

以文塑魂凝动力
发扬长征精神实干笃行

红岩村干部群众直播带货推介瀛山好物

红岩村为群众拍摄新春全家福

甜美甘溪，富饶振兴

石泉村开展留守儿石泉村开展留守儿
童慰问活动童慰问活动

石泉村位于重庆和贵州交界处，是中央主力红军长
征在重庆的转战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
建设区选址地。

近年来，石泉村以赓续弘扬长征精神为引领，以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导向，依托独有的红军长征文化
资源，把红色基因融入美化整治工程，修葺红军历史步
道10公里，复原邱石坝红军宿营地旧址，重塑田坝小学

“红魂园”，推动“四渡赤水”PPP项目，打造体验式红色
游，凸显深厚的红色文化“内在美”。

“以红色文化凝聚乡村奋进力量，激励全村人民为
幸福美好生活不懈奋斗，让广大党员和群众共建共治共
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石泉村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村现
有田坝支部党员志愿服务队、红魂尖兵劝导队、退役军
人志愿服务队等志愿队伍，累计吸纳成员100余名，在
创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树立“党员示范引领、群众积极参与”的志愿服
务活动思路，积极打造“法润石泉·红魂1935”基层治理
体系，开展创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宣传、“美丽石泉我守
护”等志愿活动20余次，“进百家门，解百家难，增百家
情”党员走访志愿活动30余场，累计志愿服务时长
3000余小时。

此外，石泉村依托红色资源，开展“邱石坝党课”等
活动30余次，通过支部党员来讲长征故事、重走长征路
等，让党员教育走“深”更走“实”。

为了进一步让红色文化在绿水青山间焕发出勃勃
生机，石泉村设计推出“綦迹1935”系列红色文创产品，
培育村民成为长征文化解说员、接待员，增加就业岗位
40余个，游客年接待量5万人次，集体增收20万余元；
发展“红军食堂”等长征主题民宿共35家，带动就业
150余人，促进村民年增收170余万元。

石泉村是綦江区打造红色文化高地的缩影。綦江区
拥有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这里诞生了重庆最早的中共基
层党组织之一——中共綦江支部。截至目前，全区现有革
命遗址176处，其中39处收录于《重庆市革命遗址通览》；
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6处，可移动文物12套25件。

“虽然战马嘶鸣、旌旗猎猎的烽火岁月已成历史，但
是通过对红色资源的挖掘，可以让闪亮的‘綦江红’潜移
默化地融入村民心里，自觉内化为行动的指南。”綦江区
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全区将继续讲好綦江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在红色文化洗礼中汲取奋进力量，引领
带动全市乡村面貌整体提升，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
兼备全面发展，赋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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