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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质量全面发展推进乡村振兴

丰都 让乡村变成村民喜欢的样子
近日，丰都县武平镇坝周村，村民们

正忙着耕地，准备种植香葱。通过发展香
葱、肉牛养殖等产业，2023年该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近60万元。

坝周村的发展是丰都县推进乡村高
质量发展，实现强村富民的真实写照。近
年来，丰都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聚焦现在靠谁来振兴乡村、未来靠谁下地
种田的“乡村两问”，重点围绕产业特色高
效、人才集聚兴旺、民风向上向善、生态优
美宜居、组织坚强有力，聚力打造经济增
长的新引擎、创新创业的新热土、群众美
好生活的新场景、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样
板，全面绘就新时代巴渝和美乡村新图
景。

壮大乡村新产业
提质发展“一主两辅多特色”乡村产业

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的丰都，是重庆重要的
畜禽、果蔬产业基地和“菜篮子”。近年来，丰
都已经构建以肉牛、榨菜、鸡为重点的“一主两
辅多特色”的乡村产业体系，结合特色农产品
优势，该县正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产加销贯
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以龙头引领特色产业夯实发展基础，丰都
高质量建设“现代畜禽产业基地”，建成投产华
裕20万羽蛋种鸡养殖场。加快东方希望智慧
生猪项目建设、市农投树人镇二期及兴龙镇种
猪场开工建设。同时扩面榨菜产业至28万
亩、产量超60万吨，稳固7.5万亩红心柚、8万

亩花椒、11.5万亩柑桔等特色产业，新发展烤
烟2000亩、藠头1000亩。

加快一二三产融合延伸产业链，成功引进
牛肉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丰都红心柚大健康
产品项目，累计培育农产品加工规上企业32
家，建立起牛肉、麻辣鸡、榨菜等产业为支撑的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让“菜篮子”产品更丰
富、附加值更高。

以麻辣鸡产业为例。丰都县利用养殖业
基础，提升麻辣鸡的产业化、品牌化水平。在
丰都县麻辣鸡产业园，物流、仓储、电商直播等
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不仅有工人们切鸡、调
料、打包，还有员工进行直播带货，刚制作好的
麻辣鸡很快就被网友下单订购。目前，丰都县
有大小麻辣鸡加工主体400余家，其中18家
较大规模企业入驻产业园，年产值超4亿元。

目前，丰都还瞄准农业观光、农耕体验、休
闲度假、主题研学等新业态，做好“农业+”文
章，进一步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实现乡村产
业提质扩面步入发展“快车道”。

积极培育新农人
深化强村富民综合改革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

而产业要发展，还需要懂技术、懂农业的新型
人才。

黄涵是丰都县首届“十佳新农人”，她在丰
都把企业与基地、企业与农民有机统一起来，
在现有的1.2万亩原料种植基地，实行“提供技
术，免费供种”，建成了年产2万吨的榨菜精加
工厂，带动丰都全县7000余农户种植青菜头
增收致富。

近年来，丰都举全县之力培育新农人，通
过成立新农人互助会、开发“新农人贷”、打造
新农人会客厅、组建新农人服务团、建设新农
人学校等7大措施，让新农人带动发展“共富
农场”，推进强村富民综合改革走深走实。

坚持“内培外引”双轮驱动，丰都有序引导
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
家入乡，培育更多示范带动强、利益联结广、经
济效益好的“头雁”新农人。提升金融支持的
精准性、可及性、覆盖面，有效解决了农村新型
经营主体贷款难题。过去一年，丰都构建起“1
个县级互助会+10个行业互助分会+30个乡
镇互助会”的新农人互助体系，培育新农人
4053人、联结农户4.41万户12.71万人、推动
新增农业市场主体3519家。

促进共富农场高效平稳运行，丰都健全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财务共管、联农带农等
机制，动员农户、新乡贤、合作社参与规划建
设、土地流转、项目监管等环节。推动共富
农场做大做强，组建强村公司建设共富农
场，2023年发展肉牛、生猪等共富农场219
个，59家“强村公司”带动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10万元以下的全面清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20317元、增速7.9%、增速居全市
第二。

探索治理新模式
依托“新丰书院”打造善治乡村

丰都作为劳务输出大县，85万户籍人口中
有近26.5万人外出务工，丰都积极探索乡村治
理新模式，打造集“礼堂、学堂、食堂”三大核心
功能于一体的“新丰书院”，汇集理论宣讲、乡
情展陈、榜样引领、爱心餐食供应等功能，以文
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赋能基层社会治
理。

近日，在丰都县仁沙镇陶家坪村新丰书
院，村民们在阅读室翻阅自己喜欢的书籍，
而在书院的“仁智”学堂里，志愿者老师正

在给青少年家庭教育互助会的同学们宣讲
交通安全常识。依托新丰书院，该村已回
引在外成功人士、学者老师，引领着乡村蝶
变。

“我们正围绕‘家庭互助、院落自治，一院
两会、三事分流’思路，用好41个家庭教育互
助会、350个老年食堂、338个新丰书院，纵深
推进乡村治理，打造基层治理的共同体。”丰都
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丰都正不断优化“141”基层智治体
系，以自然院落为最小自治单元，落实“千名干
部进网格”等工作制度，着力增强院落自治力
量，建好互助会、联席会，将居民问题诉求按照

“大事”“小事”“私事”进行分类分责处理，助力
提升基层自治能力。

从产业蝶变到强村致富，丰都不断积聚乡
村振兴新势能和新力量，奏响城乡协调发展的
新乐章。

刘钦 陈钰桦
图片由丰都县农业农村委员会提供

近年来，丰都把科技作为农业发展
的源动力，不断提升农业的现代化水平，
已建成肉牛产业良繁中心、恒都肉牛科
技院、丰都肉牛产业研究院、丘陵山区智
慧农场等。

为加快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丰都正加快建设肉牛产业大脑。丰都肉
牛产业大脑聚焦“大脑+应用”的总体要
求，搭建丰都肉牛产业大脑“1+1+6+N”
(即一个数据仓、一个AI能力中心、六个
要素库、N个应用)整体构架，实现丰都肉
牛产业运行监测、数据集中管控、服务集
约赋能，促进产业结构的数智演化。

此外，丰都还攻坚畜禽养殖污染，加
强碧溪河流域农业污染专项整治，推进
农业绿色发展，取得绿色食品证书8个。

看点》》

将新质生产力
作为丰都农业发展源动力

武平镇香葱共富农场

三建乡新农人自建民宿

奉节 建设绿色生态强县 融入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山水人文秀，诗画奉节美。奉
节地处长江三峡库区腹心，辖区拥
有长江干流41.5公里，梅溪河、朱
衣河、草堂河、大溪河、长滩河5条
主要次级河流362公里，是筑牢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关口。

“如何主动作为、积极融入长
江经济带发展，成为奉节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必答题。”奉节县相关负
责人说。近年来，全县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聚焦生态保护和绿
色经济，持续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转化，加快建设长江经济带上
的绿色生态强县，努力探索山区库
区强县富民现代化新路子。

站好奉节岗哨
守护“一江碧水向东流”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根本上依赖
于长江流域高质量的生态环境。

“为了站好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
奉节岗哨，奉节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
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着力打
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奉节县生态环境局相
关负责人说。去年，奉节总投资29亿元的朱
衣河流域综合治理与产业开发EOD项目成功
进入生态环境金融储备库；完成170个长江入
河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及“一口一策”编制，
整治率100%，排查次级河流入河排污口260
个，登记、溯源完成率100%；完成“一江五河”
22个监测断面水质监测，获取自动监测数据
15.5万个。

同时，奉节加强岸线整治，不让垃圾出夔
门。去年，新增消落区治理面积102.42万平方
米，清理整治河道“四乱”问题35个，综合治理
草堂河7公里，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84平方
公里，依法查处河道类水事违法案件9件；保
障江清岸洁，完成192艘注册船舶固体垃圾、
生活污水及油污水储存设施改造及12套船舶
污染物固定接收设施建设，实现港区内码头、
船舶污染物固定接收设施建设全覆盖，船舶污
染物“零排放”；出动船只2623艘次、人员6057
人次，打捞水域漂浮垃圾2.4万吨、库岸垃圾

1500余吨。
在创新机制方面，创新开展“百名委员巡

百河”，各级河长巡河 11678 次，完成率
131.3%；创新流域补偿机制，建立梅溪河全流
域乡镇（街道）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设立考核
断面16个，落实专项资金，用于乡镇（街道）流
域生态保护补偿。自生态补偿机制实施以来，
梅溪河罗汉大桥断面氨氮、总磷浓度较巫溪县
入向子村奉节境内断面分别下降70%、7.5%。

截至目前，“一江五河”水质稳定达Ⅱ类，
长江出奉节白帝城断面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浓
度均超过最高标准Ⅰ类水质，较长江入奉节天
鹅村断面分别下降29.4%、81.8%。

“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再现，为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加快产业升级
在绿色发展上闯出新路

一方水土生一方物产。在长江岸边的奉
节县草堂镇欧营村，每逢秋冬季，金灿灿的脐
橙压弯了枝头。2023年，全村脐橙种植面积
达7580余亩，年产量1.2万吨，产值近亿元，户
均收入达10万元以上。

奉节脐橙已成为重庆农业的金色名片。
如今，奉节脐橙更是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扩
大了对RCEP成员国家的出口规模。目前，奉
节县脐橙种植面积37.5万亩，年产量超40万

吨，年综合产值超40亿元。
产业兴则百业兴，产业强则百业强。近年

来，围绕走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之路，奉
节上下形成共识，肩负着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重任，不仅要在保护治理上
主动担当，更要在绿色发展上闯出新路。

一方面，奉节严格执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要求，严把环保审批关。如，在建设项目环评
文件受理和审批过程中，严禁“两高”企业准
入，积极为企业产业转型发展提供“保姆式”服
务。2021年以来，从环境准入源头上禁止不
符合产业政策、规划布局及“两高”项目26个，
提供环保准入、审批咨询服务1400余次。

另一方面，奉节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加快培育新优势新动能新增长点。以奉节
县生态工业园区代表——眼镜产业为例，截至
目前，生态工业园区眼镜行业投产企业54家，
其中眼镜行业规上企业21家。每年有1.43亿
副眼镜、2.2亿副镜片、3700万套眼健康产品销
往全球，实现产值23.31亿元。

“眼镜是环境友好型产业，在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废水、废气少，对环境污染小，与奉节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路径高度契合。”奉节
县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说。

清洁能源是奉节生态工业布局的又一个
重点领域。近年来，奉节县坚持把清洁能源作
为推动产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举措。
随着杉树包二期风电、龙家坪风电、康乐复合

光伏项目建成投用，金凤山风电扩建项目开工
建设，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达76.9万千瓦。同
时，依托华电、华能、三峡集团等央企，加快建
设投资84亿元的菜籽坝抽水蓄能电站，全力
打造200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

目前，奉节全县生态经济占GDP的比重
达到71.8%。产业绿、生态美、百姓富，绿色均
衡的发展模式，让奉节高质量发展的脚步更加
稳健。

传承诗词文化
“诗词+旅游”相得益彰

奉节古称夔州，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
江陵一日还”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
滚来”再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
晴”，千百年来，李白、杜甫、刘禹锡等诗词名家
在此留下众多千古名篇，奉节县也有了“中华
诗城”的美誉。

去年12月28日，2023第七届“中国·白帝
城”国际诗歌节在奉节县举办。此次诗歌节
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晚清民国旧体诗
史”阶段性成果之一《竹枝词三百首》的出版，
再次将奉节诗词文化推向了新高潮。

文脉悠悠，吸引着众多游客。“奉节因山而
特、因水而灵，生态和人文是本地特有的‘两大
宝贝’。”奉节县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奉节县全力推进文旅融合，持续
擦亮自驾行摄、生态康养、寻迹诗城、民俗美
食、科考研学、极限体育“六张名片”，精心推出

“李白登舟”“杜甫登高”等精品线路，“诗词+旅
游”融合发展、相得益彰。2023年，全县累计
接待游客3111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79.9亿
元，分别增长21.52%、25.12%。

下一步，奉节县将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及招商引资，全力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和
长江三峡第一旅游目的地。比如，按照“微改
造、巧植入、精提升”思路，加快杜甫草堂、龙桥
河景区提档升级、长龙山景区等7个重点项目
开发；加快推进县体育场、中国诗词大会服务
中心等10个续建项目；投用柑橘博览园、大峡
谷漂流建设等3个项目。

“我们将通过释放文旅发展潜能，真正让
游客在奉节慢下来、留下来，以慢节奏的方式
感受长江的人文特质。”奉节县文旅委相关负
责人说。

王琳琳 孔德虎
图片由奉节县委宣传部提供

奉节脐橙

三峡第一峡——瞿塘峡

中国西部（重庆）眼镜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