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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慢城”项目仅仅是长寿乡
村振兴先行先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以乡村振兴综合试验示
范为突破口，长寿区坚持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综合发
力，农业农村各项工作按下“快进
键”，广大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显著提升。

自启动综合试验示范工作以来，
长寿区委、区政府先后出台了《乡村
振兴战略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
及人才、教育、党建、文化、产业资金、
集体经济等11个子方案，并确立了

“1+2+4+N”乡村振兴试验示范布局，
即1个市级综合试验示范区（长寿），2
个市级综合试验示范镇（龙河镇和洪
湖镇），4个市级试验示范村（保合村、
四坪村、河堰村和称沱村），N个区级
试验示范村。

产业是长寿区探索乡村振兴经
验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长寿区始
终坚持以工业化理念推进现代农业
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聚焦“三品建设”（品种、品质、品牌），
着力实施六个“十万”工程，发展壮大10万亩现代
高效粮油优势区，集中推动10万亩塔罗科血橙、
10万亩晚熟杂柑、10万亩长寿柚优势区转型升
级，发挥“两湖”优势打造10万亩有机渔业优势
区，加快建设年产10万吨绿色鲜蛋生产基地，做
大做强柚、橘、鱼、蛋“四大优势产业”。

在保障农业高品质发展的基础上，长寿区坚
持突出重大项目拉动，以“长寿慢城”项目为龙头，
加快推进橘香悦动村、清迈良园、邻封人家、田园
乐温、渔乐仙谷等六大农文旅融合项目的建设。
同步深入探索“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打造村集体资产运营管理平台，
尝试农文旅融合发展、龙头企业帮带、劳务合作、
配套服务等多种集体资产运营模式，以壮大集体
资产，富农增收。

此外，长寿区始终坚持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以推进生
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和“田园行动”为抓手，着力
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农民生活环境质量得到
显著改善。

“十四五”时期，长寿区农业农村工作将以推
动城乡深度融合为主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将长寿打造成为重庆都市型乡
村振兴样板，在中西部地区发挥城乡融合发展示
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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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渝高速合兴下道，便进入了长寿慢城。
万亩橘林郁郁葱葱，精致的花卉园艺一

步一景，彩色的骑行步道穿行其中，清澈的小
河蜿蜒而过，青瓦白墙的农家院落零星散落，
互联网、停车场、健身休闲设施等现代化生活
配套一应俱全……

久居城里的人很难将眼前的这般景致与
刻板印象中的农村划上等号，仅是目之所及，
已足以让人流连和向往。

2018年，“长寿慢城”项目上马。该项目
毗邻长寿湖，横跨龙河、双龙两镇，以龙河镇
保合村秀才湾为核心区域。该项目以重庆市
最大的标准化晚熟柑橘生产基地为产业依
托，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路径，打
造现代田园休闲度假新目的地。目前，一期
工程已基本完工，并于2019年底正式开园。

“长寿慢城”项目重点聚焦4个系统建
设：一是优美的生态系统，以万亩橘园为本
底，构建绿色生态基底；二是乡风浓郁的生活
系统，打造“一湾一景”的“慢生活”村景；三是
休憩的慢行系统，慢行步道与自行车道相互
配合，形成慢行线路；四是深度体验的文娱系
统，布局了君子山居民宿区、陶艺手工文创区
等。

在龙河镇党委书记邹翔名看来，“长寿慢
城”最直观的成果在于改变了景，那么，其最

具价值的成果则在于改变了人。
过去挑着担子，走路到场镇赶场卖麻花

的甘雨林如今坐在家里，收入翻了10倍不
止；张婆婆有个住城里的孙子，过去过年过节
才回来，现在隔三岔五就想往村里跑；王大哥
因为自家民宿改造动工晚了，错过了清明节
这波客流高峰，还在懊悔……

“长寿慢城”的老百姓参与乡村振兴的
热情显而易见。邹翔名介绍，“长寿慢城”项
目开园后，已有20多家村民将自己的房子

改造成了民宿或餐馆，吸引近百人返乡创
业，200多名村民实现本地创业就业，形成
餐饮、住宿、娱乐、手工体验展示等业态29
个。此外，由于环境变好了、客流量上来了，
村民也开始主动加强各方面的学习，自觉维
护村容村貌，提升文明素质。

从过去的“要我振兴”，到现在的“我要振
兴”，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画卷，已然在

“长寿慢城”徐徐展开。

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放眼全国，众
多地方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政府
热、农民冷”“政府干、农民看”的尴尬境遇。

“长寿慢城”项目是如何突破这一难题的？
答案之一便是：通过大项目带动大产

业、以大项目引领小主体，与农户建立利益
连结机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富民增
收。

如果将“长寿慢城”视为一个大项目，那
么乡村旅游就是由大项目带动的大产业之

一，而吃、住、行、游、购、娱等众多旅游支撑
业态就分散给小主体来经营，集体经济便可
以多种形式参与其中。

在整个“长寿慢城”项目的运营管理方
面，当地便通过引进杭州和途公司，与保合
村村委、重庆长寿乡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
立了重庆市长寿区保合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负责“长寿慢城”业态布局、招商营销、产业
孵化等运营管理工作。其中，重庆长寿乡村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从融资、建设、管理

等方面展现国企担当、发挥国企力量，杭州
和途公司重点提供沿海旅游景区运营和文
化传播的先进经验，保合村村委则负责探索
集体经济壮大路径，激发资源活力，保障村
民权益。

同时，龙河镇还通过大力推广“村集
体+合作社+农户+公司”模式，引导村民以
房屋、土地、劳动力等方式入股，发展集体经
济，成立了劳务合作社、环境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土地流转合作社等20多个经营主体，
依托“长寿慢城”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提供建
设、保洁、租赁等服务，部分业务还实现了

“走出去”。
除畅通富民渠道之外，重视党建引领和

人才培养也是“长寿慢城”项目能够激发村
民乡村振兴热情的关键。

党建引领方面，龙河镇探索党员积分管
理，创新实施“湾长制”，选派23名机关青年
党员、青年干部下到重点湾落担任“湾长”，
成为院落环境“设计师”、乡风文明“宣传
员”、矛盾纠纷“协调员”、村民自治“督导
员”，引导村民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来，
成效显著。

人才培养方面，龙河镇创新实施干部人
才“六个一”工程，通过本土人才、西部志愿
者、“三支一扶”、“雁归计划”等项目，先后引
进35岁以下青年人才57人；通过开设人才
创梦园、打造人才工作室、建立人才储备库、
实施“优秀青年选培”计划等渠道，收录各类
农村实用性人才213名、培育创新创业人才
124名，培养了张容、李波等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和刘青松、卿斌群等乡村领头雁，榜
样作用明显。

“大项目引领小主体”的实践路径

从“要我振兴”到“我要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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