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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川

党的十九大
吹响了乡村振兴
的号角。作为我
市 6 个综合试验
示范区县之一的
南川区，紧密结合
区域发展实际，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
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要求，
认真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着力推进
新时代“三农”工
作开好局、起好
步，在创新推动乡
村振兴战略综合
试验示范过程中，
逐步探索出一条
乡村振兴的新路，
让群众看到乡村
的变化、感受到发
展的温度。

如今的南川，
农业正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农民正
成为有吸引力的
职业，农村正成为
安居乐业的美丽
家园。

路宽街平，绿树成荫，院落洁
净……行走南川大地，整洁的村容
村貌几乎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推进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
是一场必须要打的硬仗。生态美、
环境优，更是创新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综合试验示范的关键标志。按
照全域整治的思路，南川开启描绘
美丽乡村“山水田园、近悦远来”的
新图景。常态化开展“三清一改”
村庄清洁行动，在全市率先制定

“一河（库）一策”治理方案。扎实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创新农村
垃圾收运和污水处理“投、建、运、
管”一体化制度。立足村情实际，
通过打造最美院落、美丽庭院等典
型示范带动，集中整治“脏、乱、差”
现象，极大改变群众的生活环境。

把功夫下在看不见的“里子”

上，南川着力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短板。2019年，全区建成“四好
农村路”700公里，入户便道140公
里，新建和改造人饮工程34处，改
造10千伏线路116公里，整治提升
农村旧房4000户，建设公共照明
设施4000盏，进度全市前列。全
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集中供水
率均达到100%，所有行政村实现
了光纤、4G信号全覆盖。

近年来，南川持续推进大规模
国土绿化，全区森林覆盖率突破
54%，绿树环抱着一个个乡村。

除此之外，南川还积极优化
农村生活、生产、生态空间布局，
以生态农业园区 5 个乡镇为核
心，集中力量打造 1个综合试验
示范片，选择大观镇、木凉镇、兴
隆镇等产业规模、基础设施条件、

后续发展能力较好的3个乡镇作
为综合试验示范镇，在全区选择5
个行政村作为综合试验示范村积
极建设，在27个行政村开展单项
示范，构建“1+1+3+5+X”试验示
范格局，探索出一条农村安居乐
业的新路子。

村绿了、路通了、环境美了，乡
亲们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如今，一条条河流碧波荡漾，
道路两侧满目绿荫，一大批人居环
境整治标杆村涌现在南川大地上，
成为全市乡村振兴的一道道亮丽
风景线。 张亚飞 龙博

——看产业

持续培育壮大中药材、古树茶、方
竹笋和南川米“3+1”特色产业，建成35
万亩中药材、11万亩茶叶、23万亩方竹
笋、32万亩南川米规模化种植基地；大
力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启动“大
观原点”游客集散中心建设，建成漫居·
有点田、银杏树下、懒懒山谷等一批“网
红”民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年均增长
20%以上。

——看人才

开展市级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试点，新增农村实用人才6700人，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和现代青年农场主
1300人；开展“南川巧媳妇”“南川采笋
工”“茶叶土专家”等培训1414人（次）；
选拔 182 名农村青年参加电大学历免
费培训；累计回引农村劳动力返乡就业
创业1.2万人；招募“三支一扶”大学生
和西部志愿者 48 人，引进乡村振兴规
划、建设、管理等领域专业人才269人，
争取国家“三区”科技人才和市级特派
员29人。

——看文化

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百千行动”试
验示范工程，按照“十二个一”标准，率
先启动 3 个示范镇、17 个示范村建设；
成立全市首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培训基
地，建成乡镇文明实践所34个、村文明
实践站244个；按照“七个一”标准升级
改造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250个，覆盖率达到90%以上，获
评全国文明村镇3个。

——看生态

常态化开展“三清一改”村庄清
洁行动，行政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比
例达 100%，评选最美院落、美丽庭院
等 270 个；完成 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厂
技改工程，累计建设乡镇二级、三级
污水管网 108 公里；扎实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累计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
改造2.1万户。

——看党建

推行村企党组织合作共建，38家企
业与所有乡村振兴示范村结对；整顿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23个，全面排查244
名村级党组织书记履职情况，调整充实
村级党组织书记 24 人；全覆盖多元化
选派乡村振兴示范村“第一书记”37人；
探索组建了2个区级和11个镇级乡村
振兴“书记工作室”；开展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党员骨干示范培训，动态保持农村
本土人才200余名。

南川区南城街道官地村是远
近闻名的蔬菜种植村，蔬菜生产旺
季，每天上千吨无公害蔬菜送到主
城市场。鲜亮水灵的各种蔬菜，装
满了城里人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
地村民的钱袋子。

生产美、产业强，是创新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综合试验示范的基
础重点。南川聚焦科技、绿色、品
牌、质量，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体
系。重点发展中药材、古树茶、方
竹笋和南川米“3+1”特色优势产
业，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推进农业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
经营，实现了农业由数量增长型向
质量效益型转变。

在兴隆镇金花村，叫响“一村
一品”，鼓励和引导村民发展蓝莓
和白茶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
和休闲农业，实现了美丽乡村建设
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在大观镇金龙村，因村制宜建

起了一批农家院，快速发展的乡村
旅游，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壮大了
农村经济，缩小了城乡差别……

如今，全区形成了中药材、茶
叶、方竹笋、南川米等上百万亩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培育了中佳信药
业、百味珍中药饮片、大观沱茶、
金山红古树茶、轩瑞公司、金禾米
业等一批农业加工龙头企业，各类
农业市场经营主体达到 2100 余
家，累计“三品一标”认证达到136
个，复兴“南川红碎茶”传统品牌，

“南川米”获评重庆市十大区域公
用品牌。

抓住产业发展这个“牛鼻子”，
南川农业走出了一条依托乡村、融
入主城、三产融合、互促共赢的特
色发展之路。农村经济蓬勃发展，
农民收入稳定增长。2019年全区
农林牧渔业实现产值80.41亿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6079元，同比增长9.9%。

生产美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发展产业，有技术和没技术
完全是两码事。”南川区南平镇天
马村11组的杨洪杰说起职业农民
技能培训感慨不已。以前全靠自
己摸索，生猪死亡率高，不但亏本
赔钱，更打击信心。通过培训，现
在生猪存活率已提高到98%，不但
借此将生猪养殖规模扩大到2000
多头，还成立了农业公司，发展中
药材、茶叶等特色产业，成为村里
公认的“土专家”。

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

南川始终把提升农民素质，作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近年来，
南川区积极做好人才“引、育、管、用”
文章，着力建设乡土人才队伍，连续
出台多项人才振兴政策措施，把原本
在外的本村人才留下、把顶尖的专家
请来、让普通农民变成技术工人，激
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
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生活美、能致富，是创新推动乡
村振兴战略综合试验示范的根本目
的。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除了
物质富，更要精神好、乡风好。

推进乡村振兴，南川深入开展
基层党建提升行动，创新成立了区
乡村振兴核心区书记工作室，每个
工作室成员由6个乡村振兴核心示
范村书记组成。同时从全区“五大
振兴”工作部门中选任8名导师，设
立书记工作室导师团，每名导师结
对帮带1-2个村，从党建、农业产业
等方面着手，开展“一季度一活动、
一活动一主题”的集体指导，形成基

层党建提升与完善农村治理的互促
互动。

同时，南川紧紧扭住乡风文明
建设不放松，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构筑了“点、线、面”全方
位的文明实践阵地网络，实行“部
门联动、队伍联抓、阵地联用、活动
联推”四联工作法，同步建立线上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通过典型精
神激励、传统文化滋养、新时代文
明引领，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

生活美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生态美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振兴数据》》

晨曦中的龙川村 摄/任前蔚

石溪盐井梯田 摄/陈彤

乾丰茶叶基地 摄/陈彤

“五个振兴”助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大观园“十二金钗”之一的中江村荷花园 摄/陈荣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