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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支持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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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以城聚产 以产兴城 产城融合 城乡融合

新型城镇化建设刷新“进度条”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赵伟平

晨曦微露，4月3日的市郊铁路璧山至
铜梁线庆隆站已人来人往。铜梁市民向燕
步伐匆匆，登上开往重庆中心城区的列车。
40分钟后，她顺利抵达大学城。

“如果开车上班，耗时超1个小时，过路
费和油钱也不少。”向燕家住铜梁区，去年底
决定到沙坪坝区大学城工作，但是通勤难题
一度让她焦虑。好在1月2日璧铜线开通运
营，直接解决了她的“心病”。

交通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不仅
能够拉近时空距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还
能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一年来，我市高铁营业里程突破1100公里，
高速公路开启“四环时代”、通车里程突破
4500公里等，“2小时重庆”交通圈加快构
建，这份“成绩单”格外亮眼。

把范围放得更大一些，全市积极推进以
区县城和中心镇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引导产业、人口和资源要素向有比较
优势的区县城和中心镇集聚，形成大城市带
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
局，实现以城聚产、以产兴城，产城融合、城
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强城聚人，铸就发展引擎

去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71.9万人

“尝新啦！尝鲜啦……”4月5日下午3
点，梁平区金带镇仁和村，游骏带领团队来
到村民蒋礼秀家的菜地，直播卖土豆，不到
40分钟，703斤土豆被抢购一空。

游骏是一位“90后”，老家在梁平聚奎
镇，开过餐饮、做过销售，今年初加入重庆农
本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实现了稳定就业。

新型城镇化是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
镇发展良性互动的城镇化。哪些城镇率先
做好吸引人才、服务人才、培育人才的大文
章，哪些城镇的发展后劲就会更强。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称，针对长期
存在的中心城区核心功能不强、区县城能级
不足等问题，重庆发挥中心城区“极核”引领
作用，打造高端要素集聚地，强化渝西地区、
渝东新城产业配套功能，“一县一策”推动山
区库区高质量发展。一年来，全市城镇新增

就业71.9万人，专技人才达240万人。
大城市带大农村，区县城是枢纽。

2023年 11月，我市出台《重庆市“小县大
城”“强镇带村”试点工作方案》，支持7个

“小县大城”试点区县和14个“强镇带村”试
点镇深化改革探索，引导产业、人口和要素
向有比较优势的区县城、小城镇集聚，促进
区县域城乡功能互补、实现融合发展。

去年以来，作为主城都市区唯一的“小
县大城”试点区县，铜梁区坚持做好“产、城、
人”三篇文章，打造新型储能、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两个优势产业集群，带动就业
2.5 万余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
65.58%。

梁平区着力盘活农村资源，做大做强集
体经济，盘活闲置宅基地10万余平方米，在
全市率先搭建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累计
交易农村产权143宗、1.8亿元，农村产权融
资贷款2.6亿元，城乡融合攻坚多点突破。

云阳县江口镇地处云阳、巫溪、开州交
界处，下辖36个村居，常住人口4万余人，
辐射周边10多个乡镇近30万人口，是全市

“强镇带村”试点乡镇。“去年以来，我们重点
推进7个中心村居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建设，推动边远村群众到中心村集
聚，全年有4000多人在中心村安家落户。”
江口镇党委副书记余勇军介绍。

一年来，重庆市还高位推动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改革，进一步放宽城镇落户条件，
简化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夯实新市民、青年
人住房保障。2024年，全市新增农业转移
人口和其他非户籍人口落户城镇22.11万
人。

破除藩篱，激活要素流动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成了活资产

人口的流动，必然带来资金流动和经济
活动，但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体制机制藩篱，
却成为了制约“人、地、钱”双向流动的一个
桎梏。

再等一个多月，南川区石溪镇五星村的
屠宰场就将建成投用。3月27日，看着废弃
的村小变成现代化的屠宰场，屠宰场负责人
陈泽红难掩激动。

44岁的陈泽红是南川区南城街道人，

早年间一直在重庆从事冻品生意。为了拓
展业务，2022年他返回南川，准备投资兴建
一座屠宰场。

经过筛选，石溪镇五星村的一处废弃学
校，进入了他的视野。该地块原本属于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后来由于修建村小，
将地块用途变成了集体建设用地。

“条件都满足，但问题是该地块不能买
卖，投资兴建的屠宰场，产权属于五星村集
体。”陈泽红说。

2023年3月，正当他为此事发愁时，南
川区入选国家第二批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名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同国有用地一样，可以同权同价进行
交易、质押贷款。

“和购买商品房一样，不仅产权证为自
己所有，还让过去不能买卖的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变成了可交易的活资产。”南川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审批科副科长杨
程解释。

当年10月28日，陈泽红通过重庆土交
所，以3.5万元/年，出租20年的方式，成功
拍下了这一地块。“不仅圆了我的‘屠宰场’
梦，还创下了我市首个‘拿地即交地、交地即
交证’的纪录。”陈泽红说。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坦言，由于受
城乡体制机制的制约，“人、地、钱”资源要素
在很长时间里很难实现双向流动，进而导致
城乡资源错配、发展失衡，形成城乡割裂的
恶性循环。

以“地”为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受限，宅基地无法跨村交易等，导致农村土
地难以转化为产业资本，城市经营实体下乡
开发，也面临着土地制度障碍。

近年来，我市把促进城乡间要素自由流
动和平等交换作为关键，加快推进城乡人
才、土地、产权等体制机制改革。

在人力要素方面，我市深化户籍制度改
革，进一步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强化农业转
移人口就业、随迁子女入学、医疗卫生等公
共服务保障，每年吸引20万左右农业转移
人口和其他非户籍人口在城镇落户，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步伐加快。去年底，全市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达72.14%。

在土地要素方面，我市探索多种形式放
活土地经营权，稳步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深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试点，健全市、
区县、乡镇、村四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和服务体系等。截至目前，全市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及延伸服务额达90亿元，土地出让
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提升至10.71%。

在资金要素方面，我市深入实施“四进
三回”行动，重点落实好资金“进”乡村。同
时推动“万企兴万村”，加大乡村发展投入保
障力度。目前农行“富民贷”已扩大到30个
涉农区县，贷款余额超10余亿元；重庆农商
行“渝快助农贷”扩大到31个涉农区县，贷
款余额13余亿元。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
制和政策体系，畅通城乡“人地钱”双向有序
流动，为加快打造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
扫清障碍。

补齐短板，提升民生福祉

农村“五网”革新与公共服务
提升同步推进

3月28日下午，开州区大进镇中心卫生
院血液透析室里，村民王林竹正在做透析。
她告诉记者，自今年3月卫生院建起了透析
室，她便定期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做透析。“方
便多了，卫生院的透析费用也比上级医院低
得多，还省下了一大笔交通费。”

开州区卫健委副主任朱贤富说，该区有
40所乡镇卫生院、537家村卫生室。过去，
由于城乡医疗资源的差异，基层医疗机构就
诊率不到50%，而城区医院的医疗资源却很
紧张。

如何解决城乡医疗资源不均带来的看
病难、看病贵？去年，在市卫健委的牵头下，
开州建立起以区人民医院、中医院两大三甲
医院为支点，培育大进等3个区域医疗次中
心，构建“区带中心，中心带一般”服务格局，
形成“15分钟城镇圈，30分钟乡村圈”的立
体医疗服务网络。

按照这一思路，去年上级部门安排了
460多万元资金，为大进卫生院增添了血
透、麻醉呼吸机等设备。同时通过“区聘乡
用”选派了7名区级医院医生，结对帮扶卫
生院组建起麻醉、血透、骨科、神经内科等科
室，通过传帮带培养了多名专科医生。副院

长朱芸明说，随着卫生院医疗条件的改善，
医院的科室增加了10多个，病种也从30多
种增加到100多种，周边满月、关面乡镇的
村民也都前来卫生院看病，卫生院就诊率达
70%以上。

“一直以来，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
服务的差异，成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突出
弱项。”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简单来
说，城乡基础设施的不足会导致农村资源难
以输出；公共服务间的差异会导致人才外流
等问题。

如在垃圾治理方面，全市7000多个村
虽实现了垃圾转运，但农村垃圾的源头减量
以及就近就地垃圾资源化利用仍是一个老
大难问题。污水处理同样如此，虽然治理率
持续提升，但农村黑臭水体影响村庄整体风
貌的现象还比较突出，200户或500人以上
农村聚居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也还不够完
善。

为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农
村现代生活条件，去年，我市加快城乡规划、
建设一体化，统筹推进农村厕所、垃圾、污水

“三个革命”以及农村“五网”建设。同时，持
续推进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等，进一步
提高基础设施的城乡覆盖面。

2024年，我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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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实施城市更新项
目295个，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620
个，同步改造提升“一老一小”等社区配套设
施1700余处；新建城市水厂3座，更新改造
老旧供水管网 410 公里，新增城市绿地
1000万平方米。

针对基本公共服务，我市探索城乡教育
“共同体”、城乡医疗“共同体”、城乡养老“共
同体”，基本实现了城乡教育更加均衡优质，
基本建成“农村30分钟”医疗服务圈，乡村
卫生健康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基本实现

“街道、乡镇有养老服务中心，村有互助养老
点”的全覆盖。

如今，“人地钱”资源要素城乡流动更顺
畅，城乡基础设施覆盖面更广，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差距进一步缩小。市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力争到2027年，我市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比缩小到2.22∶1，城乡融合乡
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长寿区邻封镇，柚农通过田间直播，在网上销售柚子（摄于2024年11月28日）。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市郊铁路璧铜线列车正式投运（摄于2025年1月2日）。 通讯员 袁曹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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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达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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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缩小0.04

全市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非户籍人

口落户城镇22.11万人

夯实新市民、青年人住房保障，累计筹建

保障性租赁住房29万套

实施“就在山城”重点群体就业计划，全市

城镇新增就业71.9万人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7.8%，垃圾收

运处置体系已覆盖行政村比率达

100%，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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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年——

荣昌区直升镇万宝村智慧健康驿站，家庭医
生正在给村民提供义诊及慢病随访服务（摄于
2024年12月16日）。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