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美乡村建设不是政府部门的独
角戏，而是多方参与的“大合唱”。百镇
引领、千村示范、万院和美、全域振兴，成
为我市加快“巴渝风、山城韵、乡愁味”新
时代巴渝和美乡村建设的主旋律。

走进荣昌区河包镇经堂村，恬静的
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曾经长满杂草的
路边绿荫葱葱，昔日满地散落柴火的院
子变得美观整洁。

这里发生的蝶变，源于荣昌在美
丽庭院建设中采取政府主导、村民参
与的模式进行共建，村民负责功能房
整治、院坝平整和环境维护，政府负
责入户道路、院坝景观小品及周边绿
化。对此，村民陈启全感慨地说：“我
们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是政府和大
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获得村民点赞的不仅是经堂村。
近年来，我市以党建为统领，坚持乡村
建设为农民而建、由农民来建，在建设
中践行“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
机制，引导农民参与到乡村建设，形成
从“点上突破”到“面上推广”的格局，共
同打造让村民认可的“好家园”。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坚持将“设计
下乡”作为建设和美乡村的重要抓手，
推动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和艺术家
走进乡村“问诊把脉”，助力乡村振兴。

自 2018 年启动设计下乡工作以
来，截至目前，全市已设立设计下乡工
作室37个，引导下乡服务2万人次。在
去年底住建部印发《设计下乡可复制经
验清单（第二批）》中，我市因举办“巴山
渝水·美丽村居”设计大赛，积极开展优
秀设计评选受到肯定。

凝聚和美乡村建设的合力，我市还
以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为重点，
实施“一深化三提升”项目267个；推动
112个市级中心镇全部建成“561工程”
项目，成为带动周边的区县域次中心；
通过特色镇兴产业，35个市级特色小
城镇实施“两加强三完善”项目 432
个。随着更多乡镇成为经济增长新引
擎、创新创业新热土，全市乡村振兴的
动能更加澎湃，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进
一步增强。

图片除署名外由市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层层叠叠的小麦梯田，整洁宽敞的乡间小
道，错落有致的庭院小景……走进大渡口区金
鳌田园——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充满野趣的
农家风光让人眼前一亮。

“如今的金鳌田园，基本实现‘步步是美
景、处处能打卡’。”金鳌村村支部书记刘欢介
绍，2022年10月，村里开起第一家农家乐，短
短半年就实现营收超过30万元，带动全村十

多户村民开办农家乐。不仅如此，该村还打造
植物扎染工坊、亲子研学小院、非遗展示小院
等互动式体验场所，通过建设村民食堂、规范
经营性物业收入等方式拓宽创收路径，去年全
村集体经济收入近300万元。

“宜居宜业，‘塑形’当先；和美乡村，‘铸
魂’为要。”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推动川渝两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重
庆市和四川省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开展“巴
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计划“十四五”时期
重点建成100个省市级“巴蜀美丽庭院示范
片”。

“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以农房为原
点、院落为单元、村落独特的资源为支撑，建设
具有地域特点、民族特色、时代特征，且充满烟
火气息、乡愁记忆的高品质农房、高颜值院落、
高价值村落。截至目前，全市首批14个“巴蜀
美丽庭院示范片”全部建成，第二批15个“巴
蜀美丽庭院示范片”项目基本完工。

加快推动乡村建设从“一处美”向“一片
美”转变，我市还加强规划设计，引导各地因地
制宜统一乡村建筑形态、外观色彩等，形成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巴渝村景。统筹推进村庄
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美丽庭院”8.9万个，建成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片50个。随着宜居、
宜业、宜游的村庄数量增加，美丽环境逐渐向

“美丽经济”转变。

注重传统和现代融合建设好房子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

乡村宜居不宜居，农房建设是关键。
最近，垫江县澄溪镇高兴村村民陶淑华的

家中，“看稀奇”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他们摸
摸墙面、敲敲声响，对这栋“积木搭起来”的房
子充满了好奇。

陶淑华的老宅年久失修，原打算重建传统
砖混房屋，听说可以修装配式农房后，她改变
了主意。“我家的装配式‘别墅’花两三个月就

建好了，看起来漂亮，住起来舒服，大家都很羡
慕。”她说。

如今，垫江已有30多户村民开工建设装
配式农房。在潼南、巴南、垫江、荣昌、长寿等
地，装配式农房也受到村民青睐，多栋房屋在
设计或建设中。

除了探索现代宜居农房建设路径外，我市
还持续加大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让古村不
变味，乡愁有“乡”可寻。

去年，涪陵区武陵山乡角帮寨村入选第

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为留住角帮寨村
的形和魂，武陵山乡党委、政府对全村传统
民居进行“体检”。按安居、宜居、乐居三种
类型进行保护修缮，注重利用保存较好的木
料、石料，并优先使用本地材料。此外，该村
还实施了环境整治、道路改造、雨污管网建
设等“手术”，使得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古村
落在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中焕发新的活力。

像角帮寨村一样，我市在对200多个传统
村落实施挂牌保护的过程中坚持“修缮+微
改”，不仅保留小青瓦、花格窗、穿斗枋等原生
建筑特色，还盘活夯土房、吊脚楼、三合院等闲
置民居。为培育更多让历史文化瑰宝“传下
来”“活下来”的能工巧匠，市住房城乡建委还
培训乡村建设工匠1.3万人、巴渝传统建筑工
匠770名，发掘传统建筑技艺传承人44名。

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市
级示范点42个，成功申报全国传统村落集中
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区县4个，重庆传统建筑工
匠培育机制经验等7条经验被列入住房城乡
建设部可复制经验清单。

为打造更多有温度的好房子，我市持续加
强农房建设安全管理。截至目前，全市改造农
村低收入群体危房13.24万户，整治存在安全
隐患的农房15.73万户，整治提升农村旧房
22.8万户；启动编制《重庆市农房设计技术导
则》《重庆市新建农房施工技术导则》等，形成
一批富有特色的巴渝民居设计方案供村民选
用；还开展“渝悦·农房智管”应用开发，推动农
房建设管理搭上数字化转型列车。

“颜值”与“气质”并存打造好村庄

进入4月，巴渝大地春意更

浓。漫步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

益乡，一栋栋清爽、整洁的房屋掩

映在青山绿水间。田间地头、村

落院坝，随处可见村民们忙碌的

身影。

时间回到十年前。那时的中

益乡山高坡陡、土地贫瘠，村民靠

种红薯、玉米、洋芋维生，日子过

得紧巴巴的。

为改变落后面貌，市住房城

乡建委在中益乡有针对性地开展

贫困帮扶工作。改造危房 670

户，完成人居环境整治 1362户，

指导该乡坪坝村成功申报第五批

国家级传统村落，投入专项资金

打造“蜜蜂养身谷大美乡村市级

示范片”……随着一个个精准帮

扶措施实施，中益乡实现由“负”

到“富”的变迁，活力满满的乡村

每年吸引近20万人次“打卡”。

旧貌换新颜不仅是中益乡。

近年来，我市以打造巴渝和美乡

村为抓手，全力推动好房子、好乡

村、好家园建设，不少地方生态

美、产业优、百姓富，一幅幅新时

代的“富春山居图”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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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动好房子、好乡村、好家园建设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蹲点调查·市住房城乡建委篇

开展“五共”实践营造更多好家园

酉阳县酉水河镇河湾村中国传统村落

铜梁区围龙镇“稻香渔歌——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 摄/唐安冰

重庆市巴渝传统建筑工匠彩画工实操培训

大渡口区金鳌田园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鲜家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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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县大溪乡前进村中国传统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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