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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

如果说统筹谋划让和美乡村建设有了
顶层设计与路径指引，那么因村施策的“微
改造、精提升”，则让理想照进现实、蓝图化
为画卷。走进古南街道花坝村，一场农文旅
融合、整村联动发展的蜕变正在变成现实。

曾经的花坝村，因离城区较近、人员混杂、
一度成为外界眼中的“问题村”，产业发展举步
维艰。如今的花坝村，四季皆景、游客如织，因
地制宜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差异化发展之
路，成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为全市和美乡
村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这一切得益于古南街道党工委为花坝
村明确了“小而精、特而强”的差异化定位，
锚定农文旅融合赛道，创新推行“三统一工

作法”，即统一托管土地、统一引进业主、统
一组织用工，一举破解土地流转难题，并吸
引了一批懂技术、会经营、有情怀的“土专
家”和“新农人”入驻。特色果园、彩色油菜
花田、共享农场等项目次第铺开，串联起“四
季有花果、月月可采摘”的田园画卷；“奇妙
村”乡村旅游综合体通过体验非遗、乡村游
戏、二十四节气主题活动等文化产品助力乡
村振兴；田园小火车穿梭于花海果园之间，
成为游客打卡的“流量担当”。今年一季度，
花坝村的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单日最高
达1.2万人次。同时，“直播+电商+线下”的
立体销售网络，将多类土特产品销往全国，
年销售额超400万元，让“花坝土产”成为村

民增收的“富矿”。
在此过程中，整村运营的思路贯穿始终。

花坝村探索“村集体+企业+农户”利益联结模
式，由业主、村集体及村民共同出资，统筹营销
策划、基建维护、生态治理等职能，通过客流分
成、消费提成及增值服务等多元模式，既壮大
了集体经济，又擦亮了品牌口碑，实现了“强
村”和“富民”的双赢，真正让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村民变股民。

短短几年间，花坝村实现集体经济收入从
0到948万元的跃升，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年增
收近4000元，让群众的幸福感实实在在写在
脸上，让农文旅共生的斑斓笔触绘就出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绘就诗意田园 建设和美乡村

綦江 一村一户皆美景 和美乡村入画来
春日渐深，山川吐翠，綦江大地上的和美乡村建设正如繁花般竞相绽放。

宜居宜业，方能“和”得其美、“美”有所依。近年来，綦江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聚焦“巴渝和美乡村”建设目标，统筹“点线面”发力、“产村景”融合，以项目为牵引、以产

业为基、以治理为要，不断推动乡村振兴由“形美”向“神聚”跃升。一幅多点支撑、多元生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在綦江大地上徐徐铺展。

近年来，綦江区农业农村委紧扣市委、市政府关于建
设巴渝和美乡村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院内院外干干净
净、村容村貌漂漂亮亮、农民生活平平安安、邻里关系和和
睦睦四方面建设要求，扎实推进巴渝和美乡村建设工作，
加快绘就生态美、村庄美、生活美、乡风美的和美乡村“綦
江样板”。

这是一场从点到面的系统谋划，也是一项凝聚民心的系
统工程。为此，綦江区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制定分阶段、分层级的创建时间表和路线图，在点
上打样中推动线面提升，在示范带动中实现区域联动，一体
推动和美乡村建设落地见效。

具体来说，在产业兴村方面，綦江区坚持把产业振兴作
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聚焦“一主两辅”农业优势产业，拓
展发展特色产业，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

在生态靓村方面，綦江区着力实施“厕所、污水、垃圾”三大
革命，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行动，一体提升乡村风貌。全区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8.48%，完成各村公共厕所配建。有效
清零28条黑臭水体，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长
效机制，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77.6%，畜禽圈养率达
100%。

在服务惠村方面，綦江区持续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加强“水、电、路、通讯、物流”五网建设，加速健全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着力均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推动城区优质资
源向农村倾斜。

在治理和村方面，着力深化党建引领“四治融合”乡村治
理工程，推广覆盖“三制一化”“院落微治理”经验做法。目
前，綦江区结合实际，抢抓机遇，已成功创建示范镇1个、示范
村12个、巴渝和美院落100个、示范户1000户，“达标村”创
建率达到30%，获评2023年度全市千个和美乡村示范创建
行动群众参与度最佳区县。

“今年我们将以‘组团式推进、片区化建设’为路径，打破
地缘相邻、交通相连、特色相近的村镇行政壁垒，统筹形成跨
村域、跨镇域协同发展片区，力争建成4个跨村域巴渝和美乡
村示范片区，创建‘达标村’100个，覆盖率达60%，并因地制
宜打造一批彰显綦江特色的‘和美院落’。”綦江区农业农村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从“一时新”走向“时时好”。
和美乡村不仅是一处处可见的风貌之变，更是一项项制度体
系的构建。綦江区正以目标清晰的思维、久久为功的耐心和
系统集成的推进机制，推动乡村面貌持续改善，农民生活持
续提升，城乡融合持续深化，努力在全市巴渝和美乡村建设
中走在前、作示范。

贺娜 杨晨 图片除署名外由綦江区三角镇政府提供

推动乡村治理成效落地生根，离不开产业
支撑和群众参与。在綦江区赶水镇，“一白一
黑”特色农业的发展，不仅撬动了村集体经济，
也串起了产业链、致富链、幸福链。

赶水镇，位于渝南南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
渝黔综合服务区的重要节点。曾几何时，煤炭资
源为这里带来繁荣，也留下了沉陷区遍布的沉重
记忆。随着16家煤矿有序关停，一场关乎转型
与振兴的深刻变革在这片土地上悄然铺展。

转型向绿，重在产业。赶水镇坚持绿色发
展，以发展特色现代农业为突破口，因地制宜推
进“一白一黑”主导产业布局，在“萝卜”“黑猪”
之间走出一条农旅融合、产销一体、农民增收的
振兴之路。

草蔸萝卜，根壮汁多、入口即化，是赶水群
众口中的“金疙瘩”。全镇种植面积稳定在1.5
万亩左右，建成了“1个产业大脑+1个2000吨
泡萝卜厂+4个初加工车间+11家小微企业+3

家市区级龙头企业”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
萝卜产业从“种出来”迈向“卖出去”“卖得好”。
如今，3800余户农户广泛参与种植，800余人
实现就近稳定就业，户均年增收8000元左右。

官田黑猪，皮黑肉嫩、膘香味浓，是赶水
引以为傲的本地优良品种。依托148栋标准
化圈舍和数字化养殖基地，赶水构建起“育种
—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链条体系，并
布局A级屠宰场与腊制品加工厂，年出栏规
模达1.5 万头。特别是在采空区，有2100余
户群众参与养殖，户均年增收超过1.1万元。
官田黑猪品牌在第22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
展览会上摘得金奖，成为重庆优质畜牧品牌
的一张“金名片”。

一个是“田头翻红”的黄金菜，一个是“土里
刨金”的生态猪，“一白一黑”双轮驱动，催生出
赶水农业的勃勃生机。2024年，两大主导产业
产值分别达到1.4亿元、8000万元，全镇农业增

加值比煤矿关闭前增长12.6%，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提高16.5%。赶水，这座因煤而名
的小镇，正以乡村振兴在绿色农业的新田野上
描绘强村富民的新篇章。

厚植生态本底，激活产业动能，拓展治理路
径，赶水镇正持续推动产业振兴与乡村建设同
频共振。放眼未来，赶水将锚定国家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创建目标，做实“土特产”文章，力争实
现“一白一黑”两个1.7万亩（头）目标，加快形成
区域农产品品牌优势和产业集群效应。

穿行于綦江乡野，从“一村美”到“串珠成
链”，从“见风貌”到“聚人气”，如今，綦江区的巴
渝和美乡村已从愿景变为实景、从点上开花到
面上结果，今天的綦江，正在从“环境整治”走向

“品质提升”，从“项目推动”走向“内生发展”，以
一域之美为全域添彩。下一步，綦江将不断提
升乡村的颜值与价值，让和美乡风润物无声，让
居民群众在家门口收获满满幸福感。

农旅融合带来乡村烟火气，也激发了治理
的新动能。要让美丽乡村可持续，还需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綦江区三角镇
红岩村正是这一命题的积极探索者。

4月18日，一场院坝会在三角镇红岩村瀛
山小院里拉开帷幕，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中，群
众矛盾得到化解，共建共治的理念得以传播，人
人都成为了小院建设的参与者。

通过院坝会把宣讲会、询问会、民生会等
“多会合一”，以“小院坝”延伸基层服务“最后
一米”。近年来，三角镇红岩村不断把“和美乡
村”建设的思路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图景。以党建为引领，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强

化村民参与，实现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和村民生
活质量的全面提升，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
的和美之路。

坚持党建引领，红岩村构建起“1+3+
N”党群协作服务模式，通过工青妇组织与
红白理事会等共同发力，搭建起联动高效、
共治有力的服务网络。在此基础上，红岩
村推动强化村民参与，打造“瀛山之声”院
坝会制度，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以面
对面宣讲、心贴心议事、实打实办事赢得群
众信任。

一场场院坝会接连召开，把民情民意装进
干部笔记本，把点滴诉求变成一项项落实清

单，在共同奔赴“和美”的过程中，干群关系愈
发亲近，群众热情竞相激发。

文化润心，亦是和美所在。与此同时，
红岩村以节庆活动为契机，激发群众文化创
造力，从“巾帼旗袍秀”到“情暖重阳节”，让
文化活动成为凝聚人心、塑造乡风的重要抓
手。同时，建立“红岩评礼堂”，通过“院落说
事”机制和“五老”调解队，实现民事民议、民
事民办、民事民管，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如今的红岩村，产业兴、环境美、乡风好、
群众富，成功创建为“重庆市首批巴渝和美乡
村五星级示范村”，真正让山里村庄焕发出新
生机。

古南街道花坝村

三角镇红岩村

赶水镇

赶水草蔸萝卜基地 摄/湛江涛

在“瀛山之声”院坝会上，红岩村村干部与司法局工作人员一起向村民们普及法律知识

2025年一季度，綦江区古南街道花坝村游客接待量突破20万人次。图为游客在花
坝村风车草坪游玩打卡 摄/陈星宇

郭扶镇平等村田野与农房相互映衬，构成一幅乡村清新质朴的美丽画卷 摄/陈星宇

农文旅融合 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强基固根本 共建共治润泽乡里

兴业强引擎 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