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接续奋斗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早春3月，细雨蒙蒙。在江津区吴滩镇现
龙村，漫山遍野的花椒树笼罩在一片烟雨中。
眼下正是九叶青花椒春季管理的关键时期，站
在自家的椒园里，椒农罗中田喜不自胜。

经过20余年的发展，罗中田从自家几
亩坡地种植花椒发展至流转310亩地种植
江津九叶青花椒，种植方法也从普通方式转
变到绿色有机种植。他家所产花椒已经连
续3年达到有机食品标准，顺利取得有机转
换认证，年纯收益高达20万元以上。

“种植花椒不仅增加了我家的收入，还
美化、绿化了环境。”罗中田感叹道，“以前感
觉生计都成问题，现在不仅住上了小洋楼，
日子更是一天比一天红火。”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2020
年，江津区花椒种植面积达到56万亩，产量
达30万吨，产值达到32.5亿元，约占全区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的20%。花椒已经成为江
津农村的“第一经济作物”，是重庆脱贫带贫
效果最好的产业之一。

依托花椒产业优势，江津区先后被评为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全国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和国家花椒生物产业基
地，并成功创建江津花椒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江津区“花椒银行”经验在全市推广，先
锋镇成功创建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镇，建
成了全市首家“花椒博物馆”，发布了《江津
花椒地理标志产品》重庆市地方标准。同
时，江津花椒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是全
国唯一入选花椒品牌，也是全国300个最具
代表性的特色品牌之一，荣获“中国气候好
产品”认证标志。

花椒产业只是江津区发展高效农业特
色产业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江津区牢牢牵住产业振兴这个
“牛鼻子”，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
村工作向全区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江津区精准定位粮油、蔬菜、畜禽、花
椒、茶叶、水果、水产、中药材八大富硒绿色
产业，八大产业齐头并进、异彩纷呈，实现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168亿元，连续8年位居全
市第一位。

截至2020年底，江津区已建成富硒规
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45万亩，富硒水产水
面3.8万亩，年出栏富硒畜禽563万头（只），
创建富硒产业示范基地50个，打造富硒康
养农庄15个，研发推出富硒米花糖、富硒米
线等功能食品6个，设立硒效益研究和休闲
加工产品研发项目7个。培育富硒特色品
牌40个、富硒商标112件；富硒产业产值突
破100亿元，增长25%。江津区入选首届全
国硒资源变硒产业十佳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江津还依托德感、白沙、
珞璜三大工业园区，围绕“一桶健康油”“一
篮富硒菜”“一包调味品”“一瓶文化酒”“一
张生态纸”等，高质量打造百亿级农产品加
工产业集群和消费品工业集聚区。2020
年，全区实现农产品加工业产值228.7亿元、
增长10.7%，增速、增量均排名全市前列。

打造特色产业——集聚乡村发展动力民族要复兴，乡村必
振兴。

近年来，江津区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抓紧
抓实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紧紧围绕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
区两群”协调发展，做好新
发展阶段“三农”工作，突
出发展特色产业，提升农
村人居环境，打造乡村治
理样板，形成了农业产业
兴旺、乡村美丽、农民富裕
的“三农”发展新格局。

提升人居环境——促进家园各美其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第一场硬仗。

漫步江津区先锋镇金紫村，宽敞整洁的
乡间村道、精美干净的农家小院、满园怒放
的桃花李花……一处处清新、生态的农家院
落犹如一幅幅绚丽的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党的十九大以来，江津区按照“内外兼
修，抓点带面”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总体思
路，全力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该区第一时间成立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编制172
个村规划，出台政策保障资金，配齐机构配强
人员，自上而下构建“区人居办统筹、部门分类
督导、镇街主责落实”的联动工作机制，实现规
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整治一张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千头万绪。在此过
程中，江津区坚持把厕所革命、生活垃圾和
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作为保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家园的“切
入点”，并依托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利用农村
闲置房屋、庭院及房前屋后的土地空间，大
力发展餐饮住宿、农事体验、时令果蔬等庭
院经济，实现美丽经济与美丽环境、美好生
活美美与共。

开展厕所革命，江津区完成农村户厕改
造66627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8.08%，推进

危房改造旧房提升，完善公共绿化和照明，农
家小院洁净焕新。重点建设一批产业路、便民
路、旅游路，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构建“户集、村收、镇转运、区处理”垃圾

治理体系，江津区建成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村20个，行政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达
100%，建设二三级污水管网169.128公里。

江津区还加快推进农业生产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90.27%，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6.67%。持续开
展“三清一改”村庄清洁行动，农村环境美丽
升级，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2018年以来，江津区还选择一批交通
方便、群众积极性高的院落，围绕拆除乱搭
乱建和残垣断壁，治理垃圾污水，规范畜禽
散养，庭院亮化绿化美化，共打造“美丽示范
院落”113个，覆盖农户2569户。

2020年，江津区整合资金1亿元，集中
连片整治先锋镇鹤山坪、永兴黄庄嘉年华、
鲁能美丽乡村环线的人居环境，实现“生态
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
风美”，大批农村院落村容村貌脱胎换骨。
成功申报市级“美丽宜居村庄28个”，《江津
最美宜居村庄掠影》获全国美丽宜居村庄短
视频擂台赛优秀作品奖，江津乡村一路向
美，各美其美。

乡村治，则百姓安。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和根基。

作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
点，江津区如何做好乡村治理这篇
文章，推动示范工作落地落实？

“刘家群、吴小娟、刘乾海上榜
了，他们确实值得大家学习。”日前，
在江津区慈云镇小园村张贴出的

“清洁卫生评比榜”和“道德评议示
范榜”下，村民交流着先进模范们的
事迹，憧憬着村里更美的人居环境。

不仅是小园村，慈云镇在所辖
6个村（社区）均树起了“两榜”，并
采取了打造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阵
地、推行“两榜三会”、开展“文明生
活进乡村”活动、建立田园讲堂小分
队和田园水乡快板小分队等基层宣
讲队，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乡风文
明，在基层群众中营造出见贤思齐、
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自被纳入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
设试点以来，江津区甄选确定了白
沙、先锋、慈云、石门、吴滩、嘉平6
个镇围绕党建引领力、自治约束力、
法治影响力、德治感染力，提升“四
项能力”开展综合试点示范。林家
嘴社区、茅湾村、天旗村、龙凤村、板
桥社区、红塘村、合解村、大坡村8
个村（社区）侧重提升“四项能力”其
中一项开展单项试点示范。通过试
点示范，探索出乡村治理工作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为实现高位推动，2020年，江
津区还成立了区委乡村治理体系建
设试点示范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委
书记任组长，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
部、区委政法委、区农业农村委、区
民政局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制定《江
津区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重点举措》，明确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江津区乡村治理指导思
想、目标任务和保障机制；聚焦党建引领力、自
治约束力、法治影响力、德治感染力“四力”提
升，出台《江津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
工作方案》等，形成了“1+4+N”试点工作体系，
推动实现乡村治理有根、有方、有度、有魂“四
有”善治。

全区上下切实形成了“区农业农村委牵头
抓总，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委政法委、
区民政局分别牵头指导推进提升党建引领力、
自治约束力、法治影响力、德治感染力，相关部
门协同配合”的协作机制。

目前，试点示范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部分
试点示范已经形成初步的经验。

如先锋镇香草村创新将支部建在产业上，
成立花椒和苗木两个支部；白沙恒河村以“五
和”聚合力促善治；慈云镇围绕培育“移民文
化”“两榜三会”“田园讲堂”“和事佬评理堂”四
个重点，加强德治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自推进全国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试点示范工作以来，江津区还在全区所有
行政村（含涉农社区）全面推行积分制管理。
通过强化数字乡村治理，引入钉钉等智能软
件，先行在4镇1村开展积分制试点，促进乡风
文明提升。

江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进一步
加强对试点示范镇村检查督促，提炼乡村治理经
验做法，全力推进积分制管理，探索“互联网+乡
村治理”模式，保质保量完成试点任务，为全国乡
村治理体系建设提供江津经验和江津方案。

唐楸 龙博 陈元媛
图片由江津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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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举办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西湖镇骆来村崃山采摘体验生态园温室大棚

先锋镇垃圾分类点

先锋镇保坪村新湾大院

江津花椒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白沙镇恒和村党建文化长廊

永兴镇“金色黄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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