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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重庆怎样推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

抓好“三个加快”实现“三个新突破”

2025年2月 12日 星期三

责编 罗皓皓 美编 乔宇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2月11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
建设“六区一高地”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五
场），围绕2025年重庆怎样推进城乡融合乡
村振兴示范区建设介绍有关情况。

发布会提出，按照“新春第一会”的安
排部署，我市将重点抓好“三个加快”、实
现“三个新突破”，完善大城市带大农村大
山区大库区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
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取得突
破性进展，城乡大美共同繁荣的图景加快
呈现。

发布会上，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米本家介绍有关情况。市委农业农村
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莫杰，市规
划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金伟，市住
房城乡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陈拥军回答了
记者提问。

抓好“三个加快”
力争今年底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缩小至2.23∶1

去年，重庆通过统筹新型工业化、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位一体”，推
动小县大城、强镇带村、强村富民“三管齐
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力实
施“四千行动”，不断在推动城乡协调发
展、优化空间布局中释放高质量发展新活
力。

2024年，主城都市区与山区库区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比缩小至 1.7∶1，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24∶1，较 2023 年降
低0.04。

米本家表示，为加快推进城乡融合乡村
振兴示范区建设，2025年重庆将重点抓好

“三个加快”、实现“三个新突破”，力争到
2025年底，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缩小至2.23∶1。

具体而言，抓好“三个加快”、实现“三个
新突破”是指——

加快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
展，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上取得新突破；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上取得新突破；

加快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在健
全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发展机制上取得
新突破。

以加快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
发展，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上取得新突破为
例，将重点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首先在增强重庆中心城区辐射带动能
力方面，重点实施产业引领、创新策源、开放
带动、服务示范、中心城区赋能“五大行动”，
中心城区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市比重达到
42%；

其次在增强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方面，
重点支持万州、永川打造城市副中心，提升
黔江城市集聚力和区域服务能力，提升15
个潜力地区区县城镇化水平，促进农业转移
人口就近城镇化；

最后是在增强小城镇服务“三农”功能
方面，重点是总结推广“小县大城”“强镇带
村”试点经验，谋划建设一批中心镇，因地制
宜培育发展以文化旅游、农产品加工、商贸
等为特色的产业强镇。

迭代抓好“四张清单”实施
力争今年中心城区以外区县城镇

化率达63%

今年中心城区以外区县城镇化率要达
到63%，如何实现这一既定目标？

“我们将围绕深入推进新一轮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区县域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协同
互促、现代化重庆都市圈建设、城市更新和
安全韧性水平提升等领域，迭代抓好重大项
目、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平台‘四张清
单’实施，加快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米本
家说，将重点抓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
首要任务。将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目
前正在围绕人才落户、租房落户、就业创业
落户等研究制定进一步放宽城镇落户限制
的政策举措，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

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举家落户。
二是强化产业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支

撑作用。将注重以产兴城、产城融合，中心
城区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生产
性服务业集群，支持周边地区面向中心城区
整车、整机、整装积极发展整零配套，推动产
业梯次配套，加快构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协
同互促新格局。

三是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将以绣
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推动城市精细化更
新、人性化改造、数字化赋能，大力推进城建

“六大攻坚行动”，统筹推进老旧小区、街区、
厂区、校区集中连片更新，积极盘活存量，加
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造和“平
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三大工程”，打
造宜居宜业的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

“与此同时，为了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
市留得下来、住得安心，我们还构建多元化
住房保障体系。”陈拥军说。

目前，农业转移人口最迫切期盼的就
是能进城安家落户。为进一步完善农业转
移人口的住房保障体系，重庆将把在城市
稳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住房保障范
围，构建分层分类、租购并举的多元化住房
保障体系，实现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保障全
覆盖。

比如，通过公租房提供兜底性保障、通
过保租房提供阶段性保障、通过配售型保障
性住房提供长久性保障，让农业转移人口在
城市留得下来、住得安心。

以通过公租房提供兜底性保障为例，我
市公租房在全国率先打破户籍限制，农业转
移人口与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享有同等申请
资格，凡是在中心城区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
人口，满足住房、收入标准条件就可以申请
市级公租房。

纵深推进巴渝和美乡村建设
力争今年达标覆盖率达60%以上

据介绍，巴渝和美乡村建设主要包括推
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教育、医疗、养老
等公共服务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
治理等方面的内容。

去年，重庆动态排查农村黑臭水体
1255个、299万平方米，25个区县实现动态
清零，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生活垃圾治理
率、生活污水治理率分别达到 87.8%、
100%、75%，累计建设巴渝和美乡村达标村
3633个，农民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

莫杰表示，今年，重庆将按照“院内院外
干干净净、村容村貌漂漂亮亮、农民生活平
平安安、邻里之间和和睦睦”的标准，纵深推
进巴渝和美乡村建设。重点做好提高农民
现代生活水平、连片推进巴渝和美乡村建
设、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补齐
公共基础设施短板四个方面工作。

比如，在提高农民现代生活水平方面，
将加强农村“水、电、路、通信、物流”建设，新
改建农村公路2000公里，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达到93.4%，鼓励公共充换电设施延伸至
农村等，力争2025年，巴渝和美乡村达标覆
盖率达60%以上。

“与此同时，为推进村镇建设与产业发
展同步协调，我们将重点采取三方面举措。”
陈拥军说，一是提升农房质量安全水平，让
乡村更“安居”；二是建巴渝新村创美丽城
镇，让乡村更“宜居”；三是营造整体大美新
图景，让乡村更“乐居”。

以建巴渝新村创美丽城镇，让乡村更
“宜居”为例，重庆将以巴渝新村建设为抓
手，实施农房集中连片更新提质行动，推进
四季果园、绿色菜园、美丽田园、生态花园、
宜居家园“五园共治”，同步推动农文旅商融
合发展，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巴渝民居，整
体提升乡村风貌，培育发展新业态，把“家门
口的风景”变成“家门口的就业”，实现“家门
口的增收”。

村庄规划是乡村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
动的基本依据，是乡村振兴的“底图”“蓝图”
和“施工图”。通过科学规划，既避免盲目开
发导致的资源浪费，又引导资源相对集中投
放，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能。

金伟表示，为此重庆将从四个方面持续
提升村庄规划质量和实效，更好服务乡村全
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首先是加强规
划科学性，引导各类资源科学投放；其次是
增强规划灵活性，分类保障发展需求；三是
提升规划实效性，持续深化“多规合一”；最
后是注重规划支撑性，守牢粮食、生态、安全
底线。

加快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上取得新突破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上取得新突破

加快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在健全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发展机制
上取得新突破

抓好“三个加快”、实现“三个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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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全力打造新时代“巴渝粮仓”，确保全市粮食播种面积达3020万亩、产量达
218亿斤以上

全力培育巴渝名优“土特产”金名片，迭代升级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头
羊计划”，引育一批链主企业，分级打造一批10亿元、5000万元以上“爆品”

全力推进农业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农业电商直播新业态，探
索实施“定制农业”等特色电商营销模式，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达到45%，保持
西部第一

三个方面发力，加快产业提质增效

♦

♦
♦

（记者赵伟平整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去年12月，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云阳县
“中国·云阳面食美食地标城市”称号。说起
云阳面，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事实是：截至
目前，有超过20万云阳人“挑”起了全国
70%以上的鲜面市场，实现年产值逾700亿
元。面业也成为该县从业人数最多、产值最
高、影响力最大的支柱产业之一。

“这几天，我们正忙着给产品更换真空
包装，这样一来不仅包装效率更高，也会使
保质期相应延长，为接下来进军‘预制鲜面’
新赛道奠定基础。”2月10日，过完春节假期
复工还没几天，云阳县连年发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杨永红又开始忙碌起来。

杨永红是一个典型的云阳“面二代”，自
17岁跟随父亲学习做面以来，与面条打交
道已有30个年头。2013年，杨永红成立公
司，从家庭作坊向企业规模化转型。如今，
其位于云阳县工业园区人和组团的厂区，每
年产出数十个品类的挂面上万吨，实现年产
值5000万元。

配粉、和面、熟发、压制、烘干、切断、包
装……杨永红一边介绍智能化生产线上的
各道工序，一边告诉记者厂里生产的挂面何
以兼具口感筋道、风味香醇的特点。从选料
配粉来看，这家企业分别从河北、山东、河
南、陕西等地选用优质小麦，再加以调配，使
产品达到理想的风味和口感。比如，河南面
粉偏柔，差一些筋道，他们就加入山东、河北

的面粉予以中和，从而保证面条的水准。再
如，从工艺流程上看，不同于一般挂面企业
的60℃烘干工艺，他们选用了温度更低的
30℃烘干工艺，既让挂面不过于干燥，也一
定程度保留了麦香味。“选用温度更高的烘
干工艺只需要两三个小时，我们的烘干工艺
则需要五六个小时，但味道会更好。”杨永红
说。

在这家企业的展厅，记者看到，这里既
有传统的原味面和鸡蛋面，也有新研发的荷
叶面、西红柿面、羊肚菌面……数十种口味
的挂面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杨永红介
绍，面向不同地域、年龄、需求、喜好的消费
群体开发出更具针对性的产品，是企业多年
来的成功秘诀之一，“对目标客群定位够精

准，开发的产品才能适销对路。”
近年来，为提升产品竞争力，杨永红一

方面联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研发了魔芋
面、全麦面、葛根面、胡萝卜面等新品；一方
面投入上千万元更新迭代设备，让整个挂面
制作流程实现95%机械化和自动化，在提高
产量产值的同时，还常年带动本地50余人
就业。

2024年，云阳县提出“一把面牵起千亿
产业链”目标，让杨永红嗅到其中的机遇。
他透露，围绕“中国鲜面看云阳”目标，企业
正投入资金添置设备，准备进军“预制鲜面”
赛道，通过改进工艺、优化流程，研发低脂、
高蛋白、无麸质的健康面条和新型面条。这
种面条虽不及挂面保质期长，但能最大程度

保留云阳鲜面的风味，也打破了传统鲜面现
制现卖的地域限制。

迈入发展“快车道”的面业是云阳加快
打造绿色工业集聚区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云阳紧扣“2238”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着力实施工业“增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三品行动，加快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化发展。接下来，该
县还将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深入
实施链群、质量、科技三大赋能工程，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提升能源资源利用
效率，推动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力争到202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突破
1000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超20%。

云阳：要以“一把面”牵起千亿产业链

■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

■强化产业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支撑作用

■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做好三个方面工作，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

开展“四大行动”
持续推进

乡村人才振兴

■青年企业家培育促进行动

■高素质农民培育行动

■驻乡驻村干部轮换提质行动

■青年大学生走进乡村行动

从四个方面
纵深推进

巴渝和美乡村建设

■提高农民现代生活水平

■连片推进巴渝和美乡村建设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加快补齐公共基础设施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