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碚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新局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北碚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中，抓住产业、乡村治理等“牛鼻子”，以示范先行，全面推动乡村

振兴，并积极探索振兴的有效路径。

柳荫镇探索城郊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乡村优势资源
与城市优质要素有机融合
从主城中心城区的北环出发，只需30多分钟的

车程就可到达一个“世外桃源”——北碚区柳荫镇。
春日里的柳荫镇明通村，村民在忙着整治自己

的居住环境。
“人居环境整治为我们带来了美好的生活。”正

在清扫刚改造好农房的明通村村民朱正文说，“我把
这房屋利用起来，与旁边的‘闻柳观渠’一起，接待城
里来的游客。要不了多久，我们这里就会变成一处
乡村旅游小景区。”

挖掘乡村资源集聚城市要素

“把乡村的优势资源挖掘出来，与城市的优质要
素融合一体，发展优势特色乡村产业，这是我们探索
成功的一条乡村振兴路径。”柳荫镇党委负责人说。

3年前，北碚区委、区政府决定，由柳荫镇率先在
全区进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的试点和示
范。

这试点从何入手？
上个世纪70年代修建的灌溉水渠，全镇有14

条，共43公里，这是承载乡愁的独特景观；东升村有
500多亩的黄金香柳，是全国最大规模的黄金香柳
林；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搬到城镇居住后，农村有大
量的闲置农房……这都是柳荫的优势资源。

除资源独特外，区位也占据优势。如今，主城中
心城区到柳荫镇只要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找出了自身的优势资源和区位优势后，镇党委
提出，用这些优势资源，吸引城市的优质要素进来，
发展现代农业与旅游相融合的特色乡村产业。

两条乡村旅游线路“长藤结瓜”

出柳荫场镇不远的西河村草铺子入口，高高的
水渠下，“闻柳观渠”4个大字格外的显眼。

“这是‘闻柳观渠’农旅融合精品路线，有4公里
左右长。”柳荫镇宣传统战委员涂小彬说，这条旅游
线上可体验采摘等农业活动。

3公里长的“田园童画”精品路线，则是柳荫镇打
造的第二条乡村旅游线。这条线将东升村500多亩
的黄金香柳基地、400亩猕猴桃基地、500亩稻田等

串联起来，吸引了四川美术学院等城市资源和要素
进来，打造出了一条“农+旅+艺+学”融合发展之路。

在一大片黄金香柳旁边，正修建游客接待中
心。黄金香柳林里，修建了一条星空艺术步道。

杨家坝院落，是东升村一个有37户农民居住的
农家院，如今已被打造成“柳门”艺术院落。

院落里闲置的猪圈屋、农房等，已被四川美术学
院的艺术家们，改造成“柳豪农品”爱心超市、艺术凉
亭、乡村美术馆等；在院落中间，利用空地，建起了

“柳音”乡村舞台，可供小型演出。
院落中间的王中琴家是两楼一底，她用这闲置

的房屋改造的民宿“香柳”，有12个接待游客的房
间。目前，这个院落里已有10户村民，在自己的农
房里，开起了接待游客的餐饮和民宿。

两条美丽乡村旅游线这根大藤上，已开始结出乡

村旅游业、现代农业的大瓜。柳荫镇相关负责人说，在
这两条线上，已建成“一锤定荫”、“稻香故园”、“柳门竹
巷”、“望渠书屋”等20几个景点，还有一批正在打造的
农旅融合的现代农业园。

城乡融合发展的成功实践

挖掘乡村优势资源，集聚城市优质要素，已使柳
荫镇在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上，走出了一条成
功的路径。

据介绍，近两三年中，柳荫镇已投入1.6亿余元，
建起“四好农村路”85.36公里，投入520万元，建好
入户便道53.67公里。

在农旅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上，已引进重庆新
华集团、重庆懿林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一批城市
资本落户柳荫，利用乡村的优势资源，开发乡村旅游
等特色产业。

在现代农业上，已建起大杨梅、蓝莓、脆桃、翠
梨、冬枣、西瓜、香柳、红枫、园艺花卉、山桐子、猕猴
桃等特色产业。而柳荫传统的稻田，也被打造成“稻
香故园”稻田文化艺术展示区。城乡资源要素的融
合，还促进了“智慧乡村”的建设。镇里以东升、明通
为试点，初步实现了智慧管理，设立云端控制中心，
建立村管理、防范、控制一体的安防保障体系，安装
智慧灯杆，并开发“一部手机游柳荫”，开发“滴滴打
牛”APP等观光旅游模式。

牵住特色产业牛鼻子

“1月26日，中国花木之乡·静观第十八
届蜡梅文化艺术节圆满落幕。为期一个月的
蜡梅节吸引了众多游客到我镇打卡游玩。”北
碚区静观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镇围
绕已有500年历史的“梅”文化做文章，连续
18年举办节会，使蜡梅产业活力越来越强。
镇里倾力打造的素心蜡梅产业园，已引导130
多家花木企业和合作社转型升级，形成农文
旅融合的蜡梅全产业链。目前，素心村已被
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村。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北
碚在产业振兴中，加大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的发展，培育壮大花木、柑橘等优势特色产
业，构建起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在产业振兴中，该区依托西南大学学科
优势，结合北碚现有柑桔良种繁育基础，深化
种子种苗技术研究，推进国家柑橘区域良繁
基地建设造。全区现有柑橘育苗企业10多
家，全区苗子年产3500万株，占全国柑橘种苗
年供应量的10%。

自2018年以来，北碚区新（扩）建农业标
准化基地35个，创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1
个，培育“一村一品”示范镇村7个，建成1个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4个市级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示范村，打造10家乡村旅游示范主体。

激活乡村振兴源动力

如果盛放的蜡梅是游客走近素心村的初
衷，那么乡韵悠悠、村风融融的和谐景象就是
游客记住这里的真正缘由。近年来，素心村
积极推进市级乡村治理示范村建设，创新“堡
垒素心”、“自治素心”、“廉洁素心”、“文明素
心”等乡村治理四举措，以点带面推进乡村治
理体系健全完善，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水平。
2007年，该村荣获“重庆市文明村”称号。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近年来，
北碚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同时因地制宜，
开拓创新，坚持群众主体，走出以自治为基、
法治为本、德治为先“三治结合”乡村治理路
子。自2018年以来，全区实施送流动文化服
务进基层活动2500余场，创建全国文明村镇
2个，全国最美家庭2户，建立健全村民议事
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自治组织341个，开展

法律进街镇活动800余场，行政村全覆盖建立
起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打造乡村振兴排头兵

“春柳村位于三圣镇中部，2014年被评为
贫困村时，村里一条便道都没有。不仅老百姓
出行难，产业发展也仅仅是自给自足。补齐短
板，是脱贫致富的当务之急。”据三圣镇春柳村
驻村第一书记耿庆林介绍，近年来，该村在已
解决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上，着力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第一场硬仗。

2020年7月，三圣镇春柳村被确定北碚
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试点村，同
时纳入全区人居环境集中连片整治范围。为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先后投入各级各类建设
资金1455万元，实施试点村农房立面整治75
户，人居环境整治提升2000平方米，蔬菜基
地提档升级2个，社会治理示范点创建1个，

道路提档升级项目 4 条 4 公里，道路绿化
1000米。

此外，该村还按照“一线三园”的规划，以
三金线到村委会、半山公路为一线，串联“菜
园”、“果园”、“花园”三大产业园区，实施“一
村一品”产业提升工程。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带动村民务工、土地流转300余人，村民本土
就业增收约200万元。

由贫困村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
接试点村，春柳村的蝶变，仅仅是北碚区坚持
点面结合，聚力打造试验示范“新亮点”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该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按照

“一强二美三新”工作要求，谋划布局15个区
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精心打造“一村一品”美
丽乡村典范。目前，全区15个示范村项目基
本建成，8个A类示范村成效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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