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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清水秀 幸福长寿
长寿慢城

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在扶贫干部的鼓励和支持
下，71岁的邻封镇村民李树全

将自家后山圈起来喂养“跑山
鸡”，几年前还是建卡贫

困户的他，如今成为
村里的土鸡养殖大
户，去年仅是出
栏的鸡就卖了
3万多元。

近年来，
长寿区通过
聚焦“两不
愁三保障”，
持续开展产
业扶贫、就业
扶贫、消费扶

贫等方式，全面
落实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方略，确保
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

攻坚战。截至目前，该区
10 个市级贫困村全部脱贫摘

帽，累计脱贫6757户18794
人，预计今年底将完成

全面脱贫任务。
脱贫摘帽不

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
的起点。

今 年 中
秋、国庆“双
节”期间，长
寿慢城吸引
了上万名游
客来此旅游，
成为重庆近郊

新晋的人气休
闲景区。
郁郁葱葱的万亩

柑橘园中，遍布着慢行
景观道路系统；白墙青瓦素

雅的巴渝民居和各具特色的农
家院落相互辉映；随处可见的农
耕文化、国学文化等元素……很
难想象，这里过去就是一个不起
眼的“乡旮旯”。

长寿慢城的蜕变，正是长寿
区持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一个生动案例。

自2018年启动乡村振兴综
合试验示范区建设以来，长寿区
始终坚持聚焦“五个振兴”要求，
以农业产业为支撑，推动农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努力打造农业更
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美丽
乡村画卷。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只有牵住产业兴旺‘牛鼻
子’，才能走出乡村振兴特色
路。”长寿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长寿素有“天府膏腴
之地、川东鱼米之乡”之称，其农
业发展有先天优势。

近年来，长寿区通过聚焦品
种、品质、品牌“三品”建设，做强
特色农业。其中包括加速发展
长寿柚、长寿橘、长寿鱼、长寿蛋
四大优势产业；大力推进农业循
环绿色发展；发布“自然长寿”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累计认证

“三品一标”425个、市级名牌农
产品36个等。

与此同时，长寿区还尝试
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结合起
来，推动橘香悦动村、清迈良
园、渔乐仙谷、紫耘花海等一大
批农文旅融合项目的建设与运
营，加快推进三产融合发展，激
活新产业、新业态，提升了乡村
产业的层次和水平，实现“农区
变景区、田园变公园”美好愿
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以农
民为主体，要让农民成为乡村振
兴的主人，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
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为此，长寿区在大力改善农
村基础设施，着力提升人居环境
品质的同时，还建立起“基数加
因素”“村民议事会”“三级联动
制”等农村公共服务机制，以充
分激发调动村民在乡村振兴过
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

去年底，长寿的这一系列做
法成功入选我国首批18个全国
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

“绣花”功夫绣出品质都市

“坐高铁半个小时，开高速也不
超过1个小时。”上班在长寿，家住在
渝北的小李每天都要回家吃口热
饭、哄哄小孩。

距离重庆中心城区越来越近，
是近年来长寿人的一种共识。今
年，长寿区正式纳入重庆主城都市
区范畴，肩负起同城化发展先行的
使命。

这样的近，首先得益于互联互
通的交通发展。

近3年来，长寿区累计新建城市
道路21条，新增道路里程39公里，
持续推进城市断头路、瓶颈路及节
点拥堵路段改造，城市道路进一步
通畅。

当前，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设计的渝长高速扩能改造项目
正在加快建设，预计将于今年年底
建成通车；同时，另一条长寿区至两
江新区的快速道路项目，目前正在
开展前期工作，有望年底开工。

同时，城市品质的提升也进一
步拉近了长寿与重庆中心城区的距
离。

西门游园是长寿最早建设的城
市公园之一，在阅尽几代长寿人芳
华的同时，自身也显得破败陈旧。
通过去年的集中改造，西门游园得
以“重生”，旧貌换新颜，再度成为老
城市民遛弯、休闲的好去处。

如今，推窗见绿、开门见园，已然
成为长寿这座城市的“新常态”。今

年，长寿区的圣天公园、云峰寺公园
等重点公园绿化项目已全面开工建
设，桃花公园、凤山公园等提档升级
工程也已相继启动。截至目前，长寿
区的城市绿地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分别达到45.45%、21.04平方米。

近年来，长寿区以城市提升为
主线，以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
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为目标，持
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及城市服务设
施的建设，建公园、添绿化、增景观，
扮靓城市形象，提升生活品质，以提
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安全感。

城市品质不仅是建出来的，更
是管出来的。近年来，长寿区的城
市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也在努力向
中心城区靠拢。

为此，长寿区下足“绣花”功夫，
从小处着眼、细处着手，以大城智管
促进大城细管，带动大城众管，着力
推进城市管理智能响应、精准处置、
精细管理，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精
细化、科学化水平，创造共建共享、
幸福宜居的城市新生活。

为此，长寿区持续开展治乱拆
违、街净巷洁、路桥平安、整墙修面、
灯明景靓、江清水畅、城美山青城市
管理七大工程。截至今年9月，共实
施城区公交站台站牌改造70余个，
整治城市主次干道10条，维修路灯
2272盏、人行道5335平方米，新建
脏车入城洗车点6个等，市政设施完
好率和及时修复率达98%以上。

不让一滴污水流入长江

“过去都不敢在河边走，老远都
闻得到腥臭味。”而现在每天晚饭过
后，赵大爷都要在桃花溪旁打上1个
小时的太极拳。

经过多年的水体整治，如今穿城
而过的桃花溪，溪水清澈，两岸树叶
青翠，绿草茵茵，鲜花盛开，格外清新
美丽，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休闲胜
地，其水体也从过去的劣Ⅴ类，提升
到现在部分时段能够达到Ⅲ类。

近年来，长寿区秉承着“不让一
滴污水流入长江”的决心，围绕“河
畅、水清、坡绿、岸美”的工作目标，全
面开展区域内的河库整治专项行动，
建立河库清漂保洁长效机制，同时聚
集上下游、左右岸治水合力，强化区
域联防联治，河库治理保护各项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长寿湖，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人
工湖，其水质从10年前的劣Ⅴ类提升
至当前的II类；长江在长寿区内的河
道长度为20.9公里，如今的水体水质
稳定在Ⅲ类及以上；御临河、龙溪河、
大洪河等主要次级河流平均水质达
到Ⅲ类及以上……

水体的整治与保护，正是长寿区
坚守生态底线、坚持绿色发展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长寿区委、区政府始终
坚持把生态环保作为事关长寿长远
发展的生命线、保障线，一以贯之，守
好筑牢，不断构建完善现代环境治理
体系、创新环境监管方式，协同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
保护，坚决守住生态环保底线，坚决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打好碧
水、蓝天、净土保卫战。

为此，长寿区着力优化了生产、
生活、生态“三生空间”布局，科学编
制长寿区长江经济带战略环评及“三
线一单”，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332.22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比例超
过24%。对凡是不符合政策、污染生
态环境的项目，均实行“一票否决”。

与此同时，长寿区坚决淘汰落后
过剩产能，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关闭
退出“四山”管制明月山范围内的29
宗采矿权，永久性关停具有78年历史
的国企老厂长寿化工厂，在“阵痛”中
实现永航钢铁去产能90万吨、区内煤
矿全部关停，全面完成主要污染物总
量减排和能耗“双控”目标任务。

据统计，近年来，长寿区累计否
决、劝退能耗高、安全风险高、环境风
险高、污染治理难度大的项目70余
个，涉及投资约170亿元。仅仅是今
年上半年，长寿高新区一个园区所拒
绝的污染类项目就将近10亿元。

山清水秀，是人人向往长寿的又
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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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因其“东北
有长寿山，居其下者，
人多寿考”而得名，“长
寿”二字，自古以来便
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
生活的追求和夙愿。

今年是我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之年。长寿区通过坚
守生态底色，将全面脱
贫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将城市提升和城市
管理能力提升相结合，
递交出一张山水更美
丽、乡村更富裕、城市
更宜居的幸福答卷。

这些是长寿人勠
力同心、砥砺奋进的阶
段成果，更是长寿人追
求未来美好生活的崭
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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