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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争先奋力谱写城乡融合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激扬奋斗豪情、激励奋勇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
考察时强调，重庆集大城
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
于一体，要大力推进城乡融
合 发 展 。 积 极 推 进 以 县
（区）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有序引导、依
法规范城市工商资本和科
技、人才下乡，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抓牢抓实粮食生
产，依山就势发展生态特
色农业。学好用好“千万
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开展
乡村建设，聚焦现阶段农
民群众需求强烈、能抓得
住、抓几年就能见到成效
的重点实事，抓一件成一
件，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
得到实惠。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
的殷殷嘱托，激扬我市干
部群众实干争先的奋斗豪
情，激励大家奋勇担当再
立新功。大家纷纷表示，
将全面学习、全面领悟、全
面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立足优势、因
地制宜，不断提升大城市
牵引带动大农村大山区大
库区发展能级，以实干实
绩谱写城乡融合发展的重
庆篇章。

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推进以县（区）
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序引
导、依法规范城市工商资本和科技、人才下
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云阳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城乡融合
发展这篇大文章落地做实。”云阳县委书记
覃昌德表示，将以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为总纲领总遵循，奋力建设山区库区强
县富民现代化示范县，绘就新时代巴渝和美
乡村新图景。

覃昌德说，云阳将以“小县大城”“强镇
带村”试点为突破口，持续提升城市能级，优
化城镇体系，突出打造高铁门户、迎宾大道、
商业中心、现代化医院、城市阳台、数字化城
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等标识性要素，提速推动
黄石高铁新城、水口产业新城、东部新城、小
江青科城、清水康养城“五城同建”和“四街
四镇”公共设施、基础设施一体化。

云阳将推动能人下乡、鼓励农民进城，
以市场化方式盘活农村闲置经营性建设用
地、闲置宅基地，积极探索“强村公司”、农业

“小巨人”等各种类型组织。同时，还将持续
开展以道路交通为主的通道环境综合整治，
充分挖掘绿水青山水库、粮库、钱库、碳库价
值，加快打造人口转移的中转站、农业生产
的服务站、绿水青山的守护站。

近年来，重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为牵引，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
化，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提升行动和乡村建设
行动，全市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城市建成
区达到1831平方公里，建制镇建成区达到
853平方公里。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动重庆住建
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群众创造高品质
生活指明了方向。”市住房和城乡建委综合
发展处处长林传华表示，市住房城乡建委
将更好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实施好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建设，新
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3.1万套，改造城市危
旧房7000户以上，让住房市场更稳、保障
更实；深入推动城市更新提升，加快完善城
市轨道、道路、排水等基础设施，持续推进
170余个在建的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建设，开
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4186万平方米，打造
更多完整社区、现代社区；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实施场镇改造提升专项行动，
精心建设30个美丽宜居示范乡镇，有序推
进农房全周期管理改革，让乡村面貌更美、
群众生活更好。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离不开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市农业农村
委科教处处长叶海燕表示，接下来将迭代实
施农业科技下乡“十百千万”行动计划，聚焦
水稻、玉米、马铃薯、柑橘、脆李、榨菜等10
个主要作物，推动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
制“五良”集成运用，组装形成10个综合技

术解决方案在全市推广；每年建设100个农
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提升一批科技小院，
推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工艺、新装
备落地应用；充分发挥1000名科技特派员
的作用，定点开展科技指导与服务，着力解
决产业技术难题；组织全市万名农技人员常
态化送“科技下乡”，助力生态特色农业高质
量发展。

抓牢抓实粮食生产
依山就势发展生态特色农业

国家之大，粮安天下。眼下，正是秧苗
移栽关键时节，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委粮油
处处长白洁带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向种粮
大户推广水稻直播新技术。

“总书记强调要抓牢抓实粮食生产，依
山就势发展生态特色农业。这为我们守牢
守好粮食安全底线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白洁说，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山
地丘陵面积占比九成多的重庆，要端稳“粮
饭碗”就得从良种、良法、良制、良田、良机上
下功夫，特别是要把大面积单产提升作为粮
食生产的头号工程。

接下来，我市将深入实施藏粮于技、藏
粮于地战略，多措并举推动“三稳、一扩、一
提”（稳口粮、稳玉米、稳大豆，扩大油菜面
积，实施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
动），扎实推进粮油绿色高质高效创建，有序
实施10个部级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项
目。同时大力推进千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
提升行动，抓实抓细春季田间管理，抓好农
业防灾减灾，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基
础。

产业发展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资源禀
赋和特色优势。

石柱是“中国黄连之乡”“中国辣椒之
乡”“全国最大的莼菜生产基地”“全国农业
综合标准化示范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
委书记张华说：“发展生态特色农业，石柱有
基础、有优势、有前景。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

张华表示，石柱将依山就势大力发展
生态特色农业，聚焦以黄色黄连为代表的
中药材、以红色辣椒为代表的调味品、以
绿色莼菜为代表的生态果蔬“三色”产业，
奋力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做优做强
以黄连为代表的中药材产业，推广“林地·
黄连互利共生”新模式，推进中药材GAP
基地建设，推动中药材产业全链条升级。
做优做强以辣椒为代表的调味品产业，放
大“石辣”“石椒”系列品种优势和“石柱红”
产地优势。做优做强以莼菜为代表的生态
果蔬产业。提档升级中国莼菜农业公园，
加快打造沿江早熟蔬菜示范基地、高山绿
色有机蔬菜示范带，全面打响“石柱莼”品
牌。

城口县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城口县委书记张继军称，城口将坚持走“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之路，打好山地特色
生态农业发展主动仗。

城口山地特征明显。张继军表示，城
口县将壮大主导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
突出品牌引领，全力打造“大巴山药谷”“大
巴山硒谷”区域公共品牌，大力推广“城口
老腊肉”“鸡鸣贡茶”等城口老字号，让更多
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深化农业改革，拓展

“两山”转化通道；坚持市场导向，深化市场
主体培优倍增行动，实实在在帮企业解决
现实问题，推动生态农业规模化、绿色化、
市场化发展，奋力谱写山区强县富民新篇
章。

4月的三峡库区，生机勃勃。在长江三
峡巫山段沿线，两岸的李子树郁郁葱葱。巫
山脆李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
果”。这样的特色产业在重庆还有很多。

近年来，重庆深入实施千亿级生态特色
产业培育行动，聚焦“3+6+X”农业产业集
群，做精做深“土特产”文章，打造了10条
100亿元以上的生态特色产业链，鼓励区县
培育壮大“一主两辅”乡村产业，持续打好生
态、乡村、文旅三张牌，促进农文旅融合发
展。

市农业农村委乡村产业处处长艾丰表
示，重庆将深入实施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
育行动，持续培优柑橘、榨菜等具有重庆辨
识度的特色产业，推动食品及农产品加工集
群化发展，全面提升巫山脆李、涪陵榨菜、奉
节脐橙等农业品牌，推动生态特色产业量质
提升，成为山区库区老百姓持续增收的重要
支柱。

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
让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好用好“千万工
程”经验，因地制宜开展乡村建设，聚焦现阶
段农民群众需求强烈、能抓得住、抓几年就
能见到成效的重点实事，抓一件成一件，让
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巫山县委书记曹邦兴说，对巫山来说，
最大的县情是农业大县，最大的群体是农村
人口，最大的潜力是乡村振兴。“巫山将牢记
总书记殷殷嘱托，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
验，认真落实‘四千行动’，打造国际范、巴渝
风、山城韵、乡愁味的巴渝和美乡村，加快建
设农业强县。”

巫山脆李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的
“生态宝贝”，也是群众的“摇钱树”。曹邦兴
介绍，巫山将聚焦赏花、采摘、农家乐、果品
贸易、精深加工等，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
附加值，真正把巫山脆李打造成最具辨识度
的“生态果”“致富果”。

曹邦兴介绍，巫山还将大力发展其他果
业、中药材、蔬菜等优势产业，做优“三峡农
家”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品牌。着力打造
一批以下庄村、龙江村、陶湾村等为代表的
典型示范，融入休闲观光、主题民宿、乡村文
创等新业态，力争今年创建市级巴渝和美乡
村10个，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乡村振
兴新画卷。

“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
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
县。”忠县县委书记李电说，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为忠县加快打造山区库区强县
富民县域样板指明了前进方向，忠县将牢记
嘱托、感恩奋进，扎实推动强县富民和现代
化迈出新步伐，以实际行动回报总书记的关
心厚爱。

李电称，忠县将坚持提质增效，打造农
业强县，坚决守住“三条底线”，做特做优柑
橘、笋竹、生猪“一主两辅”特色农业产业，加
快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坚持创新赋
能，打造工业大县，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

“牛鼻子”，推动“2+4”现代制造业集群延
链、补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坚持文旅融合，打造旅游名县，提档升级文
旅设施，加强“忠州八景”统一运营，高水平
举办长江三峡马拉松、长江三峡电子竞技大
赛等文旅活动，加快建设长江三峡国际黄金
旅游带知名目的地。

今年，农业社会化服务被纳入全市重点
民生实事。“市供销合作社作为责任单位之
一，将全力做好这项工作，为种地‘减负’，让
农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市供销合作总社党
委书记、主任李洪义表示，市供销系统将持
续推进“1+4+N”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做强智慧农服集团，打造成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现代农业服务骨干龙头企业，稳妥推进区
县子公司建设，增强县域服务资源统筹调度
能力，引领带动一批区域性农业社会化服务
企业。同时，通过推动基层组织与村“两委”
合作等模式，大力推广单环节、多环节、全程
生产托管服务，力争2024年农业社会化服
务规模达到1000万亩次，农业生产托管服
务面积达160万亩，培育100个农业社会化
服务示范基地。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底线任务。近年来，重庆紧盯低收
入脱贫人口和未消除风险的防止返贫监测
对象，出台10条增收“硬核”措施，实施一户
一策精准帮扶；紧盯山区库区17区县，开展
一县一策精准支持；紧盯巴渝和美乡村建
设，深入推进巴渝和美乡村镇、村、院落三级
示范创建，累计创建市级巴渝和美乡村示范
村107个。

市农业农村委（市乡村振兴局）政策法
规处处长孙小丽介绍，将牢记总书记殷殷
嘱托，全力守底线，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
和精准帮扶机制，推动建立低收入人口和
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
生规模性返贫；持续增动力，落细落实产业
就业帮扶政策，抓紧抓实“强村富民”综合
改革重点任务，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
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全面促振兴，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集中力量抓好
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全面建设

“巴渝风、山城韵、乡愁味”新时代巴渝和美
乡村。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王亚同 刘
翰书 栗园园 彭瑜 赵伟平 廖雪梅
于鹏程 苏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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