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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城口县岚天乡最流行的钱棍舞曲
子，是由当地村民自创的：“岚天几年大
变样，家家住上好楼房；四通八达公路
网，帮助人民奔小康；山有梯田院有花，
村社和睦业兴旺……感谢政府感谢党，
给我们带来好时光。”

“这曲子能流行，关键是唱出了我们
身边看得到的变化。”9月15日，在岚天
乡岚溪河公园打钱棍舞的村民汪成军
说。

近年来，城口县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加快建设和美乡村，通过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推行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发
展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旅康养产业，
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
全面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实现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小院落议事厅“议”出和谐邻里

干净整洁、花木扶疏的沿河乡红岩
村王家大院，有一个由居民自发建设的

“议事厅”，白色的外墙上有一排醒目的
大字：“美丽院落齐建设，幸福生活共创
造。”

近日高温天气的持续，王家大院所
用的泉水流量变小。9月3日，院子“院
落长”王仕海和网格员张履冬在这个“议
事厅”联合召开了一次院落“议事会”，院
子里每户人都派了代表参加，讨论如何
节约用水、避免可能会出现的用水纠纷。

“要告诉屋里的节省用水，可以用淘
米水洗菜、洗菜水冲厕所。”

“水那么金贵，不能瓢泼一样淋菜，
浇水就从菜‘脚脚’开浇。”

“离蓄水池近的不要‘莽起用’，给远
点的人留点。”

……
大家七嘴八舌讨论，王仕海与网格

员张履冬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记下，汇
总后形成了高温天气下王家大院节约用
水的意见，19户人家的代表举手表示赞
成。

王家大院原由19户王姓人家组成。
虽然同姓，但院子里仍存在不少难判对
错的历史恩怨，导致院子里人心不齐；院
子各户“自扫门前雪”，院子环境脏乱差；
近些年，院子里有三分之一的农户通过
易地扶贫搬迁搬进王家大院，因生活习
惯等与王家院子老居民有不少矛盾；院
子里几乎没举办过集体文娱活动，精神
文化匮乏……

2019年起，沿河乡根据院落内互相
“看得见、听得到、喊得应”的原则，因地
制宜划定72个“小院落”；结合当地红色
革命、宗族家训、风土人情等鲜明特色，
命名了一批主题院落，“王家大院”是其
中之一。

为确保院子更具凝聚力，乡里设立
了“五个一”机制：每个院落1个党小组、1
名乡村干部、1名党员联系机制，培育1
支院落“法律明白人”和巡逻志愿队伍，
每周每院至少走访服务1次，滚动开展法
治教育、治安巡逻、纠纷化解等工作。

热心肠的王仕海被推举为“院落
长”，村干部、党员张履冬成为王家大院
所在网格的网格员，与王仕海共同开展
王家大院的工作。

在党员和干部的引领下，王仕海发
动自己的堂兄弟，拿出共建楼房的一楼
作为“议事厅”，打造了阅读区、运动区、
议事厅，免费供院子里的农户使用；为院
子里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提供帮助，如
开展“四点半课堂”照看放学后的孩子，
让在外务工的青壮年能安心赚钱；组织
有意愿的农户成立腰鼓队、同做“年宴”、
承办“村晚”等，增加各户间的往来，在交
往中增加感情、化解矛盾。

“大家感情加深，许多问题在院落就
解决了。”王仕海说。

根据院子里农户自己商议出的院落
自治公约，院落里的问题被分级分类处
理。针对小事琐事，如一般的家庭矛盾、
邻里摩擦等小问题，由院落长充分发挥
人熟、地熟、事熟优势，邀约双方喝喝茶、
谈谈心，情理并用“对症下药”，把问题化
解在院里。针对急事要事，如涉及土地
权属、边界纠纷等复杂问题，则由院落会
同村支两委，通过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
会等自治载体和法律志愿者等“外援”，
群策群议，把道理讲通，把当事人说服，
把问题化解在村里；针对大事难事则及
时收集并上报，由乡基层治理中心集中
研究解决办法，明确办理责任人和时限，
把问题化解在乡里。

现在这项制度在城口全县推行，涌
现出修齐镇百果小院、岚天乡星月村月
坪大院等多个院落，实现党建引领基层
自治。与此同时，城口将“党建+院落”的
基层治理与我市“141”基层智治平台全
面融合，构建“网格—村（社区）—乡镇
（街道）—部门协同联动”四级处置机制。

据统计，自2023年以来，城口已通
过这一机制办理民生实事1300余件，村
（社）层面解决小微民生实事2600余件。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三统一”带领农户闯市场

“嘀嘀——”9月18日一早，高燕镇
星光村46岁的村民李仙花按响电动车的
喇叭，催孩子赶紧出门去上幼儿园。

“这是上学期花3000多块钱买的，
骑它送娃娃上学只需要10多分钟。”李仙
花骑在电动车上，拍着车头高兴地说，

“跟着村集体发展能赚到钱，我们家手头
也宽了不少。”

李仙花家是脱贫户，以前因学、因缺
劳动力而致贫。她曾想过外出打工，但4
个孩子还在上学，需要有人在家照顾。

“以前也想过发展产业，但我们家只
有两个劳动力，没得规模，没得技术，干
啥都不容易赚到钱，所以干啥都怕做亏
本。”李仙花回忆。

2019年，城口开始大力推动农村集
体经济改革，星光村也成立了新型村集
体经济组织——重庆市城口县高燕镇星
光村股份经济联合社。“我们采用‘市场
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方式，把
过去零散的农户团结起来，统一生产、统
一管理、统一销售，做成农户单打独斗做
不成的事。”星光村股份经济联合社监事

长胡晓猛介绍。
由村干部、村里能人组成的星光村

股份经济联合社，通过院坝会了解村民
发展产业的意向，并结合村里的资源优
势和市场需求，规划了生猪、辣椒、中药
材、山地鸡等产业。

一开始，有不少村民对这个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经营能力有怀疑。几年下
来，星光村股份经济联合社发展的产业，
都搞得红红火火，让村民由“站着看”变
成“跟着干”。

9月18中午，胡晓猛开着小货车，挨
家收辣椒。在李仙花家，两筐刚从地里
摘好的辣椒过秤有120多公斤。按每公
斤3.4元的保底收购价计算，胡晓猛付给
她400多元。

李仙花是从养土鸡开始，跟着村集
体经济组织“订单”干的。最初，她只养
了五六十只，靠卖鸡蛋和土鸡一年赚了
三四千元。尝到甜头后，她开始跟着村
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产业。

“有销售渠道，我们不愁卖不出去。”
李仙花数着钞票高兴地说，解决销路让
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她掰着手指算了一
笔账：家里30亩林地由村股份经济联合
社统一流转出去，实施国储林建设，每年
每亩林地有40元租金，一年能收入1200
元；去年养了3头土猪，卖给重庆琪金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活猪收购价比市场普
通猪每公斤高4元，一头猪能卖4000元，
3头猪就是1.2万元；种植辣椒1.5亩，每
公斤3.4元，一年能收入三四千元；出栏
山地鸡100多只，一只鸡150元，大约收
入2万元。

在星光村，全村都像李仙花一样加
入了村股份经济联合社，围绕村集体经
济组织给出的“订单”发展生产。去年，
该村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户销售茶叶、
土猪、中药材、山地鸡等农特产品150万
余元，每位村民获得的股份分红达到60
元。

在城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被视为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事项，也是被视
为“弱鸟变头雁”的强村富民标志性工
作。该县在成立县级促进中心的基础上，
先后成立了190个村级股份经济合作联
合社，清理确权集体资产30.8亿元、可经
营性资产10亿元，集体土（林）地426.8万
亩；统筹资金1.5亿元用于集体经济发展，
将价值7.5亿元的固定资产交由村集体运
营，撬动工商资本9亿元；围绕村集体现有
资源资产，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化增收模
式，村集体参与特色产业发展占比达
100%，领办专业合作社137个，承接以工
代赈、农村“五小”项目268个。

据统计，自2019年以来，该县村集
体经济组织累计收益分配5429万元，
22.1万人享受集体发展红利。今年前8
个月，该县集体经济组织实现经营收益
3133万元，同比增长47%，10万元以上
收入的村增加至80个。

文旅康养成为主赛道
偏僻山村成“打卡”热点

9月15日，双河乡余坪村三社。来
自重庆主城的两支研学团队先后乘坐大
巴车，来到“城万红军指挥所旧址”参观。

“这个院子基本上保持了原样。我
就是在这里出生，听着在这个院子里发
生的历史故事长大的。”余坪村村民刘祥
寿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向孩子们讲起在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李家俊等革命先辈
在这里设立指挥所传播革命星火，巧取
魏家湾、激战樊哙店、进取七里沟、硬取
双河口等战斗的故事。

以城万红军为主的红色文化，成为
余坪村村民最珍视的“宝贝”。“它是我们
祖祖辈辈经历过的历史，也是我们今天
幸福生活的基础。其中有很多故事，吸
引了不少外面来的娃娃认真听。”余坪村
村会计庞仁才说道。

与此同时，余坪村利用村里资源优
势，将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相融合，发展
研学、康养产业。沿着村道往山上走，在
海拔1300多米的城口县红跃体育培训
有限公司研学基地。这里除了住宿楼，
还建有拓展训练场地、越野设施等。

“往年来研学的学生有 3000 多人
次，估计今年会达到七八千人次。”红跃
体育总经理吴志琪说。

目前，已有13家市场主体落户余坪
村。村里发展起“红军场镇”“红色文化走
廊”等7个红色文化研学基地；通过构建

“企业+合作社+农场+农户”金字塔生产
经营体系，种植林下中药材200余亩；种
植蓝莓70余亩，养殖黄牛100余头、生猪
600余头，带动四五十户村民增收。

与“城万红军指挥所旧址”一路之隔
的刘祥兴家，借助村里发展红色研学之
旅的机会，将家里的厨房改造成副食店，
并为游客提供简单餐饮；家里人还参与
城万指挥部实景演出，既丰富了生活，还
有一定酬劳。“坐在家里就有挣钱的机
会，这真是以前想不到的。”刘祥兴高兴
地说。

余坪村增收渠道多了，大家都忙着
务工、摆摊、搞种植和养殖。“打麻将的少
了，吵嘴的少了，大家都一门心思搞发
展，心情也畅快不少。”刘祥寿掰起手指
算了起来，“现在余坪产业好、生活好、村
风好，余坪真是样样都好。”

除余坪村外，城口还有更多乡村通
过文旅结合吃上了“旅游饭”。河鱼乡平
溪村主打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生态旅游
之路，每年春耕秋收时节，都会吸引不少
城里人来体验干农活；北屏乡松柏村发
展大木漆产业，形成“大木漆+”微产业群
的文化艺术主题村落；中国西南国际写
生基地（咸宜片区）将于9月20日正式开
业，准备以艺术写生研学，促进当地文旅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

据了解，城口已实现高速公路通车，
高铁正在加快建设中，这为城口文旅康
养产业发展带来系列利好机遇，将有助
于推动城口进入生态资源加快转化、生
态经济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为抓住机
遇，近年来，城口深入开展农村环境整
治，卫生厕所普及率、生活垃圾治理率分
别达79%、100%；北屏乡月峰村、河鱼乡
平溪村、咸宜镇明月村成功创建市级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依托“好山好水好生
态”，创建亢谷、土城红军老街创建为国
家4A级旅游景区，建成乡村旅游集群片
区7个，近年来旅游接待人数、综合收入
年均增速均保持在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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