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振兴 基层党组织是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人才振兴 培养造就一支“三农”工作队伍

生态振兴 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

产业振兴 带动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綦江东部，永丰河蜿蜒流淌，给中华
村带来了平坦肥沃的土地和有利的灌溉
条件。中华村村民在永丰河河畔繁衍生
息，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着美丽的家园。

特别是近年来，中华村借力农业综
合开发、高山生态节水等项目支持，大力
发展规模农业、特色效益农业和观光农
业。

如今，中华村已初步形成了2000亩
凤冠橘、400亩草莓葡萄、800亩香桃、
1500亩苗圃等以农业观光采摘为主的
特色效益农业产业。

夏至时节，中华村村民石德兰正在
柑橘园里忙碌着。

“一天60元，一个月有1000多元的
收入，安逸得很嘛。”村里产业发展，为许
多像石德兰这样的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
挣钱的务工机会，也开辟了一条村民持
续增收的路径。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也是
基础。乡村产业发展的第一步，是因地
制宜，选准最具优势的产业。同时，也要
解决好产业链的问题，满足消费者多元
化需求，带动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中华村党总支副书记李杰介绍，中
华村立足村域资源条件，引进业主种植
凤冠橘。在凤冠橘品牌全面打响后，配
套发展了绿色草莓、葡萄等产业。在此

基础上，中华村强力打造旅游环线“绿道
经济”，大力发展草莓采摘、柑橘采摘等
观光、体验农业，增加农旅附加值，提高
已有种植和养殖产业的产值。

中华村还打造了总占地面积25亩
的荷花园和总占地面积108亩的锦鲤
园，让人们在中华村多了两处休闲、取
景、观赏、垂钓的好去处。

在生态与旅游业大力发展的基础
上，中华村同时配套发展了特色农家
乐。农家乐围绕锦鲤园而建，即将打造
的紫薇园也与其相互依托，在观赏美景
的同时还能一品美食，集休闲娱乐美食
美景为一体。

午后，斜阳在中华村洒下一片金
黄。

大屋基组村民肖世先、罗昭良正
清扫着村道上的落叶，“现在村子里到
处都漂漂亮亮，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
村子里干干净净。”

如今漂亮干净的大屋基组，在以
前却是污水横流、房屋破旧。

近年来，中华村持续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实施“乡村美化、靓化、绿
化”工程。

大屋基组被纳入整治范围，实施
了房屋立面整治、庭院美化绿化、农村
CD级危旧房改造、山坪塘整治、沟渠
整治、新修及硬化公路、改水改厨改厕

改圈、修建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池及污
水管网铺设、开展农村面源污染专项
治理、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治理等措施，
曾经“脏乱差”的农村院落，如今干净
整洁，村容村貌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良
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
富。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
村绿色发展之路，让良好生态成为乡
村振兴支撑点。

中华村持续推进“三清一改”、环
境卫生综合整治，打造环境卫生整治
示范点3个，以点带面，逐社逐个院坝
推进，村容村貌整洁美观，群众人居环
境明显改善。

如今，中华村各社院坝环境卫生
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行走在村道上，
只见路面整洁宽阔，绿树成荫，一切都
井然有序。

此外，中华村还整合涉农资金
2100多万元，对村里230多户间房屋
进行了农村危旧房改造，设置了小型
停车场10处、1000个车位，建有旅游
公厕15所、垃圾处理中转站2处、污水
处理厂1座，拥有标准化自来水1座、
集中式水工程10处；投资150多万元，
在中华村的主干道栽植了银杏、香樟
等大树180余株，安装太阳能路灯357
盏……

綦江 诗情画意满乡村

綦江区永城吹打 摄/陈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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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
田间屋舍灰墙黛瓦，错落有致；
乡村公路平坦整洁，路灯整齐；
产业基地硕果累累，生机盎然，
俨然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乡村
图景。不同时节，前来赏花采摘
的游客络绎不绝。

作为全国文明村、全国最美
乡村、全国美丽宜居村庄，中华
村有王良故居、王良同志纪念
馆，以刘家乐班为代表的“永城
吹打”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底蕴深厚而又美轮美奂的
中华村，是綦江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一个缩影，而中华村的美
丽蝶变，也预示着綦江乡村的美
好未来。

作为重庆主城都市区重要
战略支点，綦江把乡村振兴作为
开创发展新局的战场，通过三级
书记领衔挂帅，补齐基础设施、
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三大短板，
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中华村依托美丽的田园风光，打造“田坎上的迷你马拉
松”，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体验 摄/石亮

夏日的夜，微风送来凉意。
华灯初上，中华村一处院坝里，“皂

角扁的龙门阵”正在进行。
党员、村民、游客聚齐一堂摆龙门

阵，宣传党的理论、收集民情民意、共话
发展前景……

“‘皂角扁的龙门阵’是我们打造
的一个活动品牌。近年来，我们发动
各党小组组长以自家房屋为阵地，建
立了党小组活动中心。”李杰介绍，中
华村党小组活动中心建成以来，辐射
带动全村乃至全镇党组织组织生活质
量全面提升。乡村振兴中，群众更有

参与感、党员更有责任心、组织更有凝
聚力。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
和根本保证。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
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
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因
此，必须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
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
织，以乡村组织振兴保证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

中华村共有5个党支部、8个党小
组、125名正式党员和1名预备党员。
为了强化阵地建设，建好农村基层党组

织，中华村打造农村基层党建活动品
牌，以“主题党日+”为抓手，创新"三会
一课"活动方式和载体，增强党支部的
吸引力和凝聚力。把主题党日活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三
会一课”、志愿服务、示范引领、重点工
作有机结合。

2019年10月30日，中华村党组织
与重庆工商大学退休二支部党员一起举
行了党建联建座谈会，相互讨论学习自
己的初心及在乡村振兴的东风下村里振
兴如何发展等问题，村里的老党员们都
表示获益匪浅。

游客在永城镇中华村游玩游客在永城镇中华村游玩 摄摄//陈星宇陈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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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中华村村民叶位的100多
亩橘园给他带来了5万余元的收入。

“去年才开始挂果，等到丰产期，那
收入不晓得要翻几番哦。”叶位算了一笔
账：丰产期，一亩橘园每年能产凤冠橘约
4000斤，按每斤5元计算，每亩就能收入
2.4万元左右，“这可比打工划得来。”

回村之前，叶位在北京打工，“村里
鼓励我们这些外出的人回来创业，我就

回来看看。”
回到中华村后，叶位流转了100余亩

土地，种植了凤冠橘，还带动了周边村民
在橘园里务工，增加收入。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加快推进乡
村人才振兴，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既是中央部
署的工作要求，也是基层实践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中华村建立了本土人才数

据库，通过常态化、系统化、专业化的开
展村民各种知识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活
动，开展柑橘栽培管理技术培训班、农家
乐培训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20个左右，能工巧匠5人左右，
在乡人才20名等。

去年，中华村还大力吸引大学生回
村发展。毕业于西南大学信息管理专业
的李川丽就是回村的两名大学生之一。

此前，李川丽在机关部门有一份稳
定的工作，但在中华村村支两委的极力
邀请下，李川丽回村成了村里的本土人
才，“村里的发展日新月异，能够回来为
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也是我的心愿。”

此外，在寒暑假期间，中华村还邀请
村内大学生回村，开展“中华小书房”的
课堂授课，开设了语文、数学、英语、舞
蹈、音乐等课程。

夏至，万物勃发。
生机盎然的中华村里，

也孕育着一件大事——6月
29日，王良同志纪念馆将正
式对外开放。

“我们建设王良同志纪
念馆，就是希望通过展示王
良的英勇事迹，来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
我们青少年，要坚定理想信
念，矢志不渝永远跟党走。”
綦江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
室主任陈平表示。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
力量。

中华村正充分利用区
域内的红色文化资源和悠
久厚重的历史文化，打造全
面振兴强大的精神内核。

中华村着力打造党性
教育基地，通过在故居“听
事迹、讲故事”，教育引导党员群众自觉将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浸入心扉。在此基
础上，中华村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以王良
故居为轴心，向周边拓展延伸休闲观光农
业，形成“感红色文化、享亲子采摘、品农家
盛宴”的串点成线发展模式。

不仅如此，中华村还依托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永城吹打”，修建了永城吹打
排练厅，既用于保护和传承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永城吹打，也作为开展党员素质
教育、乡村文化展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的重要场所。

同时，中华村积极开展“乡村文化节”，
优化乡村文化供给，不仅联系市区级文化
下乡服务队开展文化下乡、基层巡演等活
动，还通过成立中华村“乡村学生艺术团”

“乡村老年艺术团”，组建舞蹈队、合唱队、
气排球队、民间艺人4支乡村文艺队伍，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乡村文化活动，扩
大村民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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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锦鲤养殖基地仿佛是镶嵌在大地上的一块块琉璃，让人陶醉 摄/石亮

永城镇中华村，果农在果树下采摘凤冠橘 摄/陈星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