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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巴川街道玉皇村，质朴典
雅的乡村振兴规划馆映入眼帘，这
里不仅能够看到铜梁科学谋划、统
筹推进、精准落实乡村振兴的生动
场景，更能清晰地感触到一个充满
乡愁的诗意田园正一步步变为现
实。

玉皇村距离铜梁城区仅5公里
路程，几年前，这里与周边其他小
村庄一样，虽然区位优势明显但仍
以传统农作物为主，由于挣不到
钱，原本3000多人的村子仅剩下
600多人。

“只有产业兴旺了，才能聚拢
人气和财气。”2018年，铜梁区将玉
皇村纳入乡村振兴示范片，并列为
铜梁区第一个农村“三变”改革试
点村。这一变，不仅村里的闲置土
地盘活了，先后发展起以苗木、猕

猴桃、淡水鱼为主的种植养殖业；
同时村集体利用闲置校舍、集体资
金向本村两家农业企业入股，先后
创办起农产品加工厂、逍遥山庄游
客中心。仅2019年，全村村民土地
入股及第二次分红180余万元，村
集体纯利润创收28万元，农户户均
增收近2万元。

村党支部书记柏小林说，目前
村里引进了11家农业企业，如今村
子走上了一条农产品生产加工、民
宿酒店为主的融合之路，不仅兴旺
了产业，让群众鼓了腰包，更是实
现生产和生态的有机统一。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铜梁立足做强基本产业，一方
面以西郊绿道示范带动，促进产业
发展的规模化、品牌化、融合化，先
后培育发展了50万亩优质粮食、20
万亩精品果蔬、10万亩精品花木、
10万亩精品养殖和一大批精品民
宿等，并建成西部最大的果苗基
地、桂花基地、三角梅基地、玫瑰花
基地等。

另一方面结合实施品牌战略，
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有
效推动农业生产化肥、农药、抗生
素使用量“三降”，大力推广清水养
鱼、稻鱼、稻蟹、稻虾等绿色循环模
式等，提高产业发展的质量，同时
成功培育打造出铜梁龙柚、原乡小
艾等特色品牌。

不仅如此，铜梁结合产业融合

发展放大效益，围绕“数字乡村”建
设，成功打造“四中心一空间”、黄
桷门互联网小镇、直播带货基地，
实现“爱在龙乡”电商平台全覆盖，
大力发展近郊休闲旅游，涌现出了
西郊花语悠游谷、玄天秀水生态画
廊、荷和原乡、康济药乡等一大批
乡村旅游目的地，实现农业产业的

“接二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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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雨不知春去，一晴
方觉夏深。

7月26日，骤雨初歇，
云雾渐渐消散，坐落在铜
梁西郊绿道上的西来村若
隐若现，美若仙境。漫步
绿道，你可以涉湖玩水，采
莲戏蝶；也可踏足山间，一
访原乡记忆；亦可一头扎
进李子园、葡萄园，感受绿
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
……农民富裕、产业兴旺、
环境优美，一幅幅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的诗意田园可望可及，着
实令人魂牵梦绕。

如今的铜梁，已不仅
是大家熟知的“少云故里”
和“龙舞之乡”，她还有一
个新的充满诗意和乡愁的
名字——原乡。在这里，
田园变成了公园，农区变
成了景区，美丽乡村变成
了群众喜欢的样子。

近年来，铜梁从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重
要论述“源头活水”中找遵
循、找方法，认真落实市
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紧扣
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加快建设重庆主城
都市区“桥头堡”，遵循规
律，重在破题，以示范带动
全面，以融合加快振兴，努
力描摹原乡风情的环境之
美、产业之美、生活之美，全
面实现诗意田园生产和生
态的有机统一、土味和品位
的相得益彰、神态和形态的
水乳交融，用心用情书写好
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用苦
干实干让广袤农村变成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诗意田园。

——土味和品位相得益彰，诗意田园出画来

鲜花烂漫的绿道公路，栋栋白
墙黛瓦竹树掩映的农房……太平
镇垣楼村党支部书记周云芬做梦
也想不到，短短一年多时间，垣楼
村从一个脏乱差的小山村蝶变成
一个人人向往的美丽乡村。

去年以来，该村抓住西郊绿道
穿村而过的机遇，一手抓产业发展
带领群众增收致富，一手抓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创建靓洁家园。按照
区委要求，广泛动员群众实施庭院

“三不见两改一美化”（不见生活垃
圾、不见白色垃圾、不见建筑垃圾，
改柴棚、改圈舍到屋后，在房前屋
后栽花种草种果树美化家园）等一
系列环境整治措施，垣楼村迎来了
喜人的变化。

“感谢党和政府，我们现在的日
子过得才安逸哟！”该村10组村民
邱学光感慨，现在不仅房前屋后收
拾得干净整洁，更是喝上了自来水，
用上了卫生厕，生活幸福得很。

垣楼村的蝶变只是铜梁人居
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为把全区
所有行政村打造成像垣楼村一样
的美丽乡村，近年来，铜梁把人居
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第一场硬
仗，坚持点面结合，统筹推进全域
整治，加快建设美丽乡村。大力推
进村庄“五化”（净化、硬化、美化、
亮化、文化）房屋“五改”（改水、改
厕、改厨、改圈、改棚）工程，加强公
共空间管控，拆除危房旧房，严禁
私搭乱建，提高乡村“颜值”“气
质”，在省道、县道和村级骨干公路
播撒花籽，让交通线变成“风景
线”。同时结合“6+3”重点工作任
务，扎实推进“厕所革命”、生活垃
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等。

“诗意田园是大家干出来的，
是每一位铜梁人用汗水浇灌出的
乡村振兴梦。”铜梁区相关负责人
说，为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积极性，铜梁注重内外兼
修，不断提高群众整治环境、爱护
清洁卫生的主人翁意识。

一方面，通过机制创新，按照
“四有四无”“四序四洁”“四要四
不”原则，探索创新出“积分制”，把
积分奖励机制贯穿于清洁卫生、环
境维护、日常管护全过程，“一户一
档”建立积分台账，实行周检月评，
积分与物质奖励、荣誉激励挂钩，
推动群众由“旁边看”转为“共同
干”。并结合“最美清洁户”评选，
让群众自发养成“三定三勤三看”
的良好卫生习惯。另一方面，发挥

“镇领导干部+驻村干部+支部书
记+本土人才”的帮带机制，带头参
与环境整治，通过树立典型，示范
带动帮扶贫困户改善人居环境。

如今漫步在西郊绿道，山花浪
漫，乡愁萦绕，土味中彰显品位，质
朴中蕴含大美，乡村正一天天变成
人们喜欢的模样，村民脸上的笑容
也多了起来。值得一提的是，铜梁
的诗意田园还入围“2019中国十大
乡村振兴先锋榜”、获评“2019年重
庆十大最美乡村”，并入列国家城
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生产和生态有机统一，旺了产业富了民

“美丽乡村，可爱的
六赢，我用双手为你梳
妆，我用最美的声音为
你歌唱……”前不久举
办的第十届荷文化旅游
节暨脱贫攻坚先进表彰
大会上，伴随着清脆动
人的音乐，铜梁土桥镇
六赢村的舞蹈队载歌载
舞，庆祝荷花节的开幕。

六赢村距离铜梁城
区仅10分钟车程，为展
现群众的生活之美，当
地利用“荷和原乡”资源
连续 10年举办荷文化
旅游节。同时，大力开
展送文化下乡活动，仅
惠民电影一年就多达
132场。村民们通过培
训，还建起一支46人的
文艺队伍，常态化开展文
艺演出，极大地丰富了当
地老百姓的文娱生活。

当地还鼓励群众自
发组织各类文艺体育活
动，打造群众喜欢的文
化体育品牌。前不久举
行的荧光彩跑节活动就赢得了群众的好
评如潮。

村党支部书记吴开英说，如今的六赢
村不仅产业兴旺环境优美，村里也增添了
不少公共文化服务，以提升村民的文化生
活实现既富口袋又富脑袋的目标。该村
先后修建了荷文化广场、荷和印象文创
街、荷和原乡风情馆，以及农家书屋、四点
半课堂和老年健身服务中心等文化配套
设施，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乡村振兴首先要振兴乡村文化。”铜
梁区相关负责人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以文化振兴为乡村“铸魂强根”的
重要指示精神，铜梁区创新采用“送文化+
种文化”的方式，大力开展各类乡村文化体
育活动，依托中华龙文化节、乡村振兴大舞
台、周周龙舞汇等，每年组织文化活动
7000余场，形成“天天坝坝舞、月月龙舞
秀、季季巡回演、全年都精彩”的生动局面。

同时，为把文化融入百姓生活，用文
明之风滋养美丽乡村，该区持之以恒实施

“五风”浸润工程，着力创新基层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模式，将核心价值观融入百姓生
活，将“洁雅”贯穿物态、精神、言行建设的
始终，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不断
提升基层群众的文明素质和丰富基层群
众的文化生活。

目前，铜梁已建成一批乡情陈列馆
和乡村会客厅，常态化开展书法、美术、
金钱板、龙舞等辅导培训，“新乡贤、好乡
亲”评选深入人心，28个镇街实现公共
图书馆、文化馆总分管制的全覆盖，完成

“农村30分钟健身圈”建设，形成了覆盖
城区、镇街、村社三级群众健身场地设施
网络等，让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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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旁的幸福时光绿道旁的幸福时光

绿道边的美丽农家小院绿道边的美丽农家小院

黄桷门风情小镇黄桷门风情小镇

金灿灿的稻田

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活动

土味和品位相得益彰 生产和生态有机统一 神态和形态水乳交融

让诗意田园可望可及铜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