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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寒潮袭来，海拔1500多
米的巫溪县土城镇五峰村雪花飞舞。一
条村级公路，如灰色飘带蜿蜒盘旋在银
装素裹的山间。

午后两点过，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在公
路上孤独前行，向着隐没于雾气中的五峰
村缓缓驶去。驾车的人，是40岁的五峰村
村民杨兴凡。早在2018年，他就搬到了山
下的土城社区；这大冷天，村道湿滑难行，
他为何还要驾车上山？

他是快递员，传递着温暖

5年前，原本在武汉开货车的杨兴凡
回乡创业，在高山上的五峰村办起了养鸡
场。自此，杨兴凡就经常奔忙在土城社区
至五峰村这条村级公路上。

2020年4月底的一天，时年68岁的村
民田恒香急匆匆赶到养鸡场。

“孃孃，你有什么事情？你说就是。”见
田恒香欲言又止，杨兴凡主动询问。

“凡娃子，我翻了几块地，想种点红苕。
可送我红苕苗苗的亲戚在山下，有事送不
来，我一个老婆子又不敢坐摩托车，走路又
远，红苕苗苗放久了要遭蔫，下雨前不栽下
去就栽不活……”

杨兴凡很快明白了，她是想搭车下山
取红苕苗。杨兴凡说，“这两天鸡棚要消
毒、鸡娃子要打疫苗，我还没得下山的打算
呢……”听到这里，田恒香满脸失望地离开
了。

看着田恒香的背影，杨兴凡陷入了沉
思，“当季不把庄稼种下去，这一年怕都没
得收成。山上住的几乎都是老年人，都不
会开车，坐摩托车下山，来回70块钱还危
险……”

当天天黑之前，杨兴凡带着红苕苗敲
开了田恒香的家门。原来，杨兴凡放下了
给鸡棚消毒和鸡苗打疫苗的工作，专门下
山为田恒香带回了红苕苗。

这条山间公路，单程就有20余公里，
开车要一个多小时。

看着开心得像个孩子似的田恒香，杨
兴凡暗暗作出决定：以后免费为村民们送
快递、带货下山、代买生活必需品。

“娃儿从山外给我们寄回来的吃的、用
的，我们买的吃的、穿的，山下有人要买我
们的鸡蛋这些土货，都是凡娃子帮我们免
费带，他成了我们的快递员了。”5年里，杨
兴凡免费为村民捎带的东西不计其数，村
民一说起他就是连连夸赞。

12月12日这天，杨兴凡冒雪上山进
村，是为六旬村民王宇轩送去其子女从广
州寄来的防寒衣物。

“看到他们拿到东西开心的样儿，我也
能感受到那份喜悦。”在杨兴凡看来，自己
传递的不仅仅是一件货物，更是一份温暖。

他是维修员，修理出信任

不仅是快递员，杨兴凡还是村民们的
电器维修员。

“我的电视机出了状况，都是他给我弄
好的。”82岁老人何国元最大的爱好就是
看电视，每天都会收看新闻节目。

不久前的一天中午，他家的电视机突
然坏了，整块屏幕变成了蓝色。此时，杨兴

凡正好驾车路过他家门前。
“凡娃子、凡娃子，刹一脚……”听到老

人的呼喊声，已开出十余米的杨兴凡缓缓
倒车，停在了老人跟前。

老人将杨兴凡拽进屋里，“你看，我就
看个新闻，什么事情都没搞，电视就成这样
了……”

杨兴凡安慰老人，“莫慌、莫慌，交给
我，一定搞得好。”

随后，杨兴凡开始施展“十八般武
艺”，逐一排查：检查电视信号线路、检查
机顶盒……

所有设备一切正常，可电视依然蓝屏，
杨兴凡有些气馁。可既然作了承诺，就不
能放弃，于是他又掏出手机上网查阅，然后
按照可能发生的情况挨个试验，终于发现
问题出在遥控器上。

“电视机是好的，网络也没问题，就是遥
控器上这个蓝色按钮千万别动，按了之后就
不能显示图像了。”杨兴凡判断，何国元可能
是不小心碰到了蓝色按钮，这才导致电视无
法正常播放。

解决了问题，再次看到清晰画面的何
国元喜笑颜开。

“换水龙头、修电风扇、洗衣机……我
们这些老头子老太婆哪里搞得懂，村里年
轻人都外出工作了，这些事情都要靠凡娃

子，我们都信他。”何国元说。
5年的“修炼”，杨兴凡已成了村民们

解决难题时的“百宝箱”。
何国元还为此编了一句顺口溜，“有事

找兴凡，保准心不烦。”

他是驾驶员，救人于危难

五峰村三社住着熊克忠和陈兴珍夫妇
俩，均年过古稀，子女常年在外务工；他们
独门独户，与其他村民的居住地相距较远。

几乎每次路过老人门前，杨兴凡都要
停车看看老人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事。

今年7月15日清早，杨兴凡又一次驾
车经过熊克忠家门，发现大门紧闭，院子里
也不见人影。

“落雨天，又是早饭时间，怎么会见不到
人？”觉得不对劲的杨兴凡立即停车叫门。

“凡娃子，你快看看老头子这是怎么
了？”门一开，陈兴珍就拉着杨兴凡往屋里
走。

原来，前一天深夜，熊克忠突然头疼欲
裂，豆大的汗珠一颗一颗顺着脸颊往下掉。

“老头子，我们给凡娃子打电话，请他
送去医院吧？”陈兴珍说。

听着老伴的话，看着窗外倾盆而下的
暴雨，熊克忠咬着牙摇了摇头，“凡娃子媳
妇前两天去武汉了，他一个人在屋头带娃，
大半夜又落雨，就不要麻烦别人了。”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不料杨兴凡主动
叫门了，陈兴珍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

仔细询问了熊克忠的情况，又摸了摸
他发烫的额头，杨兴凡当即决定送医。

“每次都麻烦你，一个电话就来了，你
又不肯收钱，我们心里都过意不去呢。”赶
往土城场镇路上，熊克忠感谢着杨兴凡。

“你们是我长辈，又都是乡里乡亲的，
我做这些事是应该的，千万莫提钱不钱
的。”在熊克忠病情好转后，杨兴凡又驾车
将老两口送回了五峰村。

不仅是熊克忠老两口，五峰村的留守
老人有70余人，只要有人遇到头疼脑热，
无论白天黑夜、春夏秋冬，杨兴凡都是一喊
就到，有时甚至顾不上自己的养鸡场，“鸡
娃子被老鹰叼走是小事，老人们的健康才
是大事。”

如今，杨兴凡还成了村里的监督委员
会成员，并在不久前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

巫溪五峰村村民杨兴凡5年来义务为乡亲们代购代送、维修家电等——

“有事找兴凡，保准心不烦”

山水共长天 庭院美如画

万盛黑山镇融入绿水青山 绘就发展新篇
依山傍水，风光秀丽，绿意掩

映下的万盛经开区黑山镇犹如一

幅立体的山水画，深深镶嵌在大自

然的怀抱中。这里不仅有苍翠的

山峦，还有清澈的溪流，绿意盎然

的田野，如诗如画的景致无不彰显

着大自然的温情与厚重。

今年10月，重庆市2024年

“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项目名单

出炉，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南门村成

功入选，这片美丽的沃土即将展开

一幅崭新的乡村振兴画卷。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在市、区住房城乡

建委的指导下，未来，黑山镇南门

村将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加

速推进“林云稻村——巴蜀美丽庭

院示范片”建设，助力万盛经开区

朝着更加繁荣、生态、可持续的未

来迈进，让诗意栖居触手可及，书

写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发展新篇章。

规划引领 绘就蓝图
铺展美丽庭院宜居宜业新画卷

黑山镇南门村因辖区内黑山谷
国家5A级旅游景区南大门而得名。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火热
升温和万盛经开区大力实施全域旅
游发展战略，南门村借助黑山谷国
家5A级旅游景区的发展利好，不仅
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也推动村落
实现多元化发展。

然而，南门村的基础设施较为
薄弱，公共服务设施亟待完善，成为
制约该村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面对
这一挑战，黑山镇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发展战略，积极申报巴蜀美丽庭
院示范片项目，秉持“安全优先、尊
重村民、功能完善、风貌协调”的原
则，结合村民意见，推动该村基础设
施的全面优化。

据悉，“林云稻村—巴蜀美丽庭
院示范片”项目规划以南门村胡家
岩和林口院落为核心，规划面积约
162.89公顷，建设内容包括巴蜀美
丽庭院入口标识、观景台、步道微型
花园等多样化景观节点。同步整治
农房61户、54栋建筑，庭院2000平
方米，修建长达300米的宅间道路，
新增微型消防站及便民服务设施，
实现农房品质提升、院落颜值提升、
村落价值提升。

在具体项目规划中，镇、村干部
通过院坝会、入户走访等方式，与村
民深入沟通，倾听整治意愿和实际
需求，按照“安居型、宜居型、乐居
型”三类推进项目设计，制定契合村
情民意的整治方案。同时，充分挖
掘当地夜郎文化特色，保护并传承
老黑山传统技艺棕编、水龙表演等
地域特色文化，通过合理的规划和
创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有机融合，推动可持续
发展，使南门村既能守护住过去的
记忆与根脉，又能焕发出现代化发
展的生机与活力。

未来，黑山镇南门村将围绕“农
旅融合”的发展理念，打造成集生态

观光、乡村休闲和文化体验为一体
的示范片区。通过功能性提升与整
体风貌协调并重，南门村不仅将呈
现一幅高颜值的乡村画卷，更将在
共创共建中守护乡愁、激活产业、助
力振兴，真正实现“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的美好愿景。

产业融合 生态共生
以现代农业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初秋的黑山镇南门村，清晨的阳
光洒在田野上，稻田一片金黄，稻田
中间的鱼儿在清澈的水中游动，微风
吹过，水面泛起阵阵涟漪。在这片宁
静的土地上，村支书李官洪和村民们
正忙碌着。这一切，都得益于黑山镇
近年来推动的现代农业发展。

“家是我们的来路，也是我们的
永远的归途。”2021年，随着南门村
的建设发展，在老村支书的推荐、群
众的认可、镇党委的信任下，李官洪
在而立之年毅然放弃了高薪的工
作，回到南门村担任党支部书记。

摸清底数，因地制宜，李官洪带
领村民们积极探索农业与旅游发展
路径，经过多次协商、充分论证，决

定利用闲置土地实行“一地多用、一
地多收”等计划，利用闲置的大块地
种植水稻、窝凼田养殖稻花鱼；利用

“巴掌田”“边角地”种植猕猴桃、糯
玉米及高山反季节蔬菜等，以此来
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村民综合收
入。

有了发展方向，还缺有资金、懂
管理、会经营的市场主体。南门村
采用“专业合作社+土地入股+资金
入股”模式，成立七彩稻乡鱼生态合
作社，带领村民群众一起干，在区级
部门专项资金支持下，南门村党支
部组织大家改田改土、修建便道、安
装管道、优化环境，抓紧实施“植桃
育稻、稻鱼共养”项目。

经过两年多的持续发展，南门
村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和效益倍增。
目前，村里已发展黑山猕猴桃种植
1000亩、糯玉米800亩、高山蔬菜
400亩、四季水果公园400亩，脆桃
园500亩，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
益的全面提升。截至目前，南门村
集体经济收益为49万元，七彩稻乡
鱼专业合作社收益40万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稳步增长，生
态效益持续显现，七彩稻乡鱼不仅

产出了“稻鱼共生”的绿色农产品，
还打出乡村旅游小名气，吸引“子游
农业、猕红农业、俊恒农业、楷林农
业”4家市场主体投资2000余万元
打造了七月在野、不贰山舍等乡村
民宿及稻花鱼庄，形成了集赏、娱、
吃、住于一体的农旅基地。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多措
并举充分激发村民主动发展致富的
动力，黑山镇探索出一条农旅结合
的新路子，为当地产业升级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旅游＋”融合发展
因地制宜建设全域旅游核心镇

近年来，黑山镇依托万盛经开
区“全域旅游、活力万盛”品牌战略，
紧扣“三次创业”的发展机遇，积极
发挥地处黑山谷景区附近的区位优
势，用活用好“生态绿色清凉资源”，
深入实施推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
建攻坚、项目高质量建设提速和度
假区服务保障提质等三项行动，持
续助力农文体旅融合发展。

围绕不同季节特色资源和游客
多样化需求，黑山镇积极探索“旅
游+”多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构
建了全方位的旅游体验。

春季的黑山镇百花盛开，田野
间一片粉红海洋。“林口桃花节”等
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赏花踏
青，同时结合采摘体验，让游客在欣
赏自然美景的同时收获农耕乐趣。

夏季，依托黑山谷的凉爽气候
和高负氧离子优势，推出避暑精品
旅游线路，涵盖黑山谷露营基地及

“黑山十二景”等景点，满足亲子游、
健康休闲游等需求，成为川渝地区
避暑胜地的代表。

秋季的黑山镇则以采摘节为特
色，黑山猕猴桃、脆桃、蜜本南瓜等
特色农产品不仅吸引大量家庭游客
体验采摘乐趣，还通过直播带货等
方式扩大品牌影响力。

冬季，以康养为主题的旅游项目
逐步兴起，游客可在民宿中享受静谧

山林间的悠闲时光，同时体验“原生
源地、原汁原味”的本地特色美食。

针对不同游客的需求，黑山镇
不断优化旅游服务和设施。亲子游
客可以参与自然教育和农耕体验项
目；户外爱好者则能在网球场、足球
场等运动场地中挥洒汗水；注重品
质的游客可选择风格多样的精品民
宿，享受定制化服务。

近年来，黑山镇渡云栖民宿成
功入选全国乙级旅游民宿，同时积
极推动国家甲级旅游民宿创建，以
更高品质满足高端旅居需求。

“我们正深化‘旅游+农业’‘旅游+
体育’‘旅游+夜经济’等融合模式，为广
大游客提供更高标准、更高品质的度假
体验。”黑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全域旅游的逐步推进，黑山
镇的旅游业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未来，黑山镇将以“巴蜀美丽庭
院示范片”项目建设为引领，不断丰
富旅游业态与服务功能，全面提升旅
游接待能力和产业辐射力，为黑山镇
实现“全域旅游核心镇、绿色发展先
行镇、乡村振兴示范镇、品质生活幸
福镇”的目标注入强劲动力，因地制
宜走好乡村振兴发展道路，展现出

“品质度假、康养黑山”的独特魅力。

王静 王美蓉 张茂莎
图片除署名外由万盛经开区黑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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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镇林云稻村——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效果图

南门村稻乡鱼产业蓬勃发展 摄/曹永龙

12月12日，杨兴凡（左）把代购的货物送到村民手中。
首席记者 陈维灯 摄/视觉重庆

（上接1版）
答：在我市，如果所居住小区符合改造对象范围，居民改造意愿

强烈，通过属地街镇、社区组织收集居民意见，由属地政府按照“实
施一批、谋划一批、储备一批”的原则，统筹安排纳入年度改造计划。

为保障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稳步、高效推进，市政府出台实施意
见，制定23项配套政策和标准规范，细化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
改造内容，制定调查问卷、申请材料等示范文本，形成“1+N”政策
体系，指导街道和建设单位通过居民提议、大家商议、社区复议、专
业审议、最终决议的“五议”流程落实落地。

同时，我市通过城市体检、“三师进社区”活动等多种方式，对
老旧小区改造进行“把脉问诊”。近年来，全市2400余名“三师”
（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进社区提供技术指导，以陪伴式服务、沉
浸式设计，引导居民“照单点菜”。小区“改不改、改什么、怎么改、
改后怎么管”，都充分听取居民需求。

问：如何实现小区改造“硬设施”和“软服务”双提升？
答：一方面，我市聚焦群众安全和基本生活需求，明确屋面、外

墙、楼梯、老旧管网、安防、消防设施等20余项基础类应改必改清
单；另一方面，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功能短板，累计同步改造提
升养老托幼、农贸商超、社区食堂、文化体育等配套设施9400余
处，新增停车位6万余个，加装电梯6100余部。

此外，我市坚持设计驱动、连线成片、整体提升，60%以上项目
按片区统筹方式实施，以治脏、治乱、治违为基础，着力提升功能、
品质，引入新产业、新业态；同步引导居民结合实际，协商确定引进
物业服务企业、社区物业服务中心或实施居民自治管理等物业管
理方式，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老旧小区治理格局，推
动老旧小区融入现代城市。

问：能否透露明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打算？
答：2025年全市拟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超过1000个。我们

将切实发挥住建部门牵头统筹作用，会同相关部门及单位共同推
进，加大“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关注力度，为群众创造更加安全宜
居的生活环境，力争改出更多高品质多元化创业新场景、消费新场
景、生活新场景，切实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月15日，轨道交通27号线首块预制轨道板在璧山站至虎
溪站段顺利起吊，标志着全线进入铺轨阶段。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轨道交通27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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