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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如 果 把 产 业 比 做 乡 村 振 兴 的

“灵”，生态就是乡村振兴的“魂”。如

何做到两者兼备，互促共进？

近年来，重庆积极开展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试点，前所未有地将改善农

村生态环境、推动农业产业化、促进

村域建设等多个方面工作有机联系

在一起。这是一次打造农村生态样

板工程的大试验，也是一次从机制上

统筹不同部门能力的大协作，为从生

态修复角度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良

好示范。

从蛇形村的变化从蛇形村的变化
看乡村生态保护修复怎样标本兼治看乡村生态保护修复怎样标本兼治

进一步提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
态修复质量，除了发挥跨部门互动的
作用，还必须提升群众的参与度，让公
共政策、市场发挥激励作用。在这方
面，重庆也有所探索，并形成了不少经
验做法。

每年有两个时节，来自各地的游
客都会将九龙坡新民村的公路堵得水
泄不通。

3 月，千亩良田满是黄色的油菜
花；7、8、9月，稻子、高粱成熟，水稻田、
高粱地勾绘出绝美画面，让这里成为
游客追捧的网红景点。游客带旺了新
民村的农产品销售。当地由合作社统
一经营的1260亩土地，今年已实现产
值140.43万元、利润21.06万元。

新民村农旅融合发展的喜人景
象，很大程度上源自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生态修复。不过，在该项目启动之
初，也是困难重重。

九龙坡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人士透
露，当时最大的困难之一，是村民普遍缺
乏参与热情，土地流转进展不顺利。

“我当时在外地工厂上班，觉得土
地租给别人经营，租金也不高，还不如
自己留着，想种点啥都行。”村民陈维
林说，当时村里跟他有一样想法的人
不少。

问题如何解决？当地决定，改变
过去由农业投资主体向农民支付流转
租金的方式。村集体成立并注册了农
业股份合作社，统一管理和经营农民

入股的承包地，统一支配各项资金并
接受股民监督，农民入股分红与合作
社效益产出挂钩，实现了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

这样一来，新民村实现了“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
变”。预期土地收益虽然低于过去收
流转租金，但村民可以就近务工，总体
算来收益高于土地流转租金。不少村
民不但积极配合流转土地，还回村加
入合作社，重新干起了农活。

当地1773 亩小散耕地经整治后，
变成了1936亩成片的平整耕地。土地
集中平整、构建生态廊道、活水系统重
建……一系列生态修复有的放矢展开。

同时，当地还实施道路、灌排、水
肥一体化、农田尾水处理、生态田坎、
库塘生态隔离带、人居环境整治、林盘
整治等工程，将田园、水体、林地、聚
落、道路、沟渠等要素以“点—线—面”
的形式联通，构建了一个结构完整、功
能衔接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系统。

除了生态改善，村民们还得到更
多的好处，年人均净收入从900元增加
至3600元。

有专家指出，生态保护修复最终的
落脚点，就是群众幸福指数的提高。新
民村通过机制创新激发广大群众参与
热情，以此推进综合治理，生态修复治
理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更让农业和旅
游“融”出了乡村振兴新气象。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修复
让新民村农旅“融”出新气象

新闻链接>>>

▼九龙坡区西彭镇新民村的美丽
生态景象。

（九龙坡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供图）

蛇形村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村民房前屋后环境优美、庭院干净整洁。
通讯员 段东敏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白麟

大片良田成方、道路成行、沟渠相
连。乡间道路两旁禾苗青翠，栋栋白墙
黛瓦小楼点缀在蓝天绿草间，十里荷花
竞相绽放，引来无数游人打卡拍照——
这是重庆日报记者7月14日在潼南太
安镇蛇形村看到的景象。

“山好水好空气好，处处都是风景，
亲戚朋友都羡慕我们这里。”说起如今
的美丽家园，80岁的李兴菊老人很自
豪。

谁又能想到，就在几年前，这里还
是另一番情形：耕地碎片化，田地东一
块、西一块，村民们种的作物五花八门，
排灌渠也是杂乱交错。生活污水、畜禽
粪便、烂叶草梗随处可见，“垃圾靠风
刮，污水靠蒸发”，种庄稼成了“望天
收”，根本没有人愿意来搞土地集约经
营。

蛇形村前后为啥会有这么大的变
化？

答案是：我市创新开展的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将多部门“开上一条路，拧成
一股劲”，推动实现了乡村生态保护修
复标本兼治。

标本兼治标本兼治
多个部门共同出力，从过

去单一的“划土平地”，变成对
“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综合整
治，从而整体提升乡村生态保
护修复水平

什么叫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它有
什么特点？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人士解释，
以往农村土地整治，几乎等同于“土地划
分与平整”，责权主归于国土部门，跟灌
溉、环保、绿植等无关，相关部门都是“单
打独斗”，各行其事。而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是从过去单一的“划土平地”，变成对

“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综合整治，从而
整体提升乡村生态保护修复水平。

这样的整治工作，单一部门不可能
做到，因此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出力，多
尺度、系统性解决。

为什么要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因为传统方法已经不适应当今对

乡村生态保护修复的要求。”上述人士
说。

以蛇形村为例。这里蜿蜒流过的
两条小河曾经河床淤积、河道狭窄，两
岸杂草丛生，河中雨污混流，是让人避
之不及的臭水沟。

“蛇形村当初面临的问题，在全市
乃至国内许多地方都有代表性。”该人
士告诉重庆日报记者，重庆境内大部分

区县的乡村，耕地大致上都是自然散落
分布，难以大规模机耕，且排灌系统散
乱，农作物种植很随意。许多地区绿
植、水系还遭到破坏，环境承载能力差，
小污染点长期多发、难以根治。

业内把上述问题总结为“三生四
化”，即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上，一定
程度存在布局无序化、生态质量退化、
乡村耕地碎片化和土地资源利用低效
化。

2018年，潼南水利部门拓宽了蛇形
村的河道进行清污，并修复了岸带。如
果按照过去责任部门“单打独斗”的模
式，该部门已经履职，这项针对水系和
岸道的生态治理就此可宣告完成。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周边土地的使
用现状，与供排水有关的原有生产生活
方式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随着时间
的推移，河道生态仍会逐渐退化。

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理念下，当地
在对河道整治的同时，同步开展了土地
划分、平整；修建灌溉蓄水中转池、拦河
坝、提灌站、排灌沟渠等提灌设施和生
产便道，构建环保、高效的排灌网络。

同时，当地还在两河沿岸设置骑游
车道，遍植美人蕉、杨柳等10多种固沙
堡坎的亲水植物，与河道景观融为一
体；河畔骑游车道、步道连通了农家社
道，沿途摆放分类垃圾桶。

这样的标本兼治，解决了当地生态
质量退化的根源问题，也大大提升了沿
河耕地价值。在专业人士眼中，这就是
一个典型的综合治理过程——它不仅
有规划与自然资源、水利、环保部门参
与，农业、住建、交通等部门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

据了解，从2017年开始，我市选取
包括潼南蛇形村在内的12个地方项目，
进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目前，潼
南蛇形村、荣昌清升镇、梁平合兴街道、
九龙坡西彭镇的试点项目已完成，合川
涞滩镇试点正在实施，丰都、城口等地的
试点项目也相继进入规划阶段。

顶层设计顶层设计
建立工作联动机制，避免

多个部门之间的规划在权限、
条律方面互不统属甚至互相抵
触，实现“一本蓝图、多规合一”

相较于潼南，梁平的试点探索可谓
另辟蹊径——先树立明确的价值逻辑、
注重市场导向。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梁平第九届柚
花节上，数以万计的游客前往中华·梁
平柚海。成片连山的柚子树郁郁葱葱，
醉人花香沁人心脾，游客们流连忘返。

梁平合兴街道多年来一直持续打
造柚产业，如何让多部门“开上一条路，
拧成一股劲”，共同助力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当地思路一开始就很明确：让

“柚”来牵头。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集农事体验、
柚产业加工、柚文化展示、观光采摘、餐
饮住宿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生态科普
主题旅游景区。”当地政府相关负责人
表示，生态修复和综合整治，都要围绕
这个目标来搞。

例如，当地建设乡村生态景观，就
要将湿地元素融入柚林，用水生乔木为
柚林构建生态护岸，并采用浮床种植技
术，发挥湿地对柚林的净化水质、调节
补充水源作用，提升柚林周边的景观质
量。

有了明确目标，当地各部门密切配
合，国土和农业部门负责田块整理与修
复，交通部门负责生产便道建设，水利
部门负责排水沟整治，村委会组织边角
菜园地整治。齐抓共管的结果，让中
华·梁平柚海景区充分展现了原生态景
区的特质，成功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
区。

和其他试点的区县不同，荣昌把主
要突破口放在顶层设计上。2018年，荣
昌成立了以分管副区长为指挥长的指
挥部，建立工作联动机制，明确了16个
部门各自的工作重点、建设内容、时间
表和投资力度等，共同推进古佛山社区
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整治项目建设。

荣昌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过去多个部门之间的规划在权
限、条律方面互不统属，甚至互相抵触，
使得综合整治缺乏“主心骨”。

为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当地编制了
古佛山社区村庄规划，并在此基础上促
成产业、景区、土地、人居环境等多个规
划全面融合，大胆尝试村域国土空间优
化调整，将部分水田整治为湿地，将湖
岸、道路和沟渠沿线的园地整治为绿色
廊道，部分园地也“变身”生物栖息地。

跨部门、多尺度的顶层设计，让许
多生态修复上的深层次问题得到厘清
摆明。例如，当地以市级5000万元资
金为纽带，聚合农业、水利等资金及社
会资本投入约1.5亿元，有效解决了各
部门涉农资金各自为阵、投资片面的问
题，使水系面源污染和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得以顺利开展。可以说，荣昌的试
点，真正实现了“一本蓝图、多规合一”。

全域全治全域全治
通过统一规划，使各部门

从“三生四化”这一根本出发，
以宏观的生态视角看问题、搞
治理，使项目实施更加专业化

有了前期多个试点项目探索“打
底”，目前正在试点的合川涞滩镇的做
法，又再次升级。

7月10日，涞滩镇两堂村，村民李
茂六坐在自家刚进行了生态铺装的院
坝里，看着不远处的一处边坡地整治施
工现场，喜笑颜开。

今年3月开始，两堂村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试点项目正式启动，曾经高高低
低、散落各处的零星耕地，像一块块拼
图聚拢、组合，整体变得平坦开阔起来，
大块的耕地间，以数十米宽的林带绿廊
进行分隔。

李茂六家的“小生态”也有了不小
的提升：院坝旁多了一些花台，房前屋
后一些退化的林盘进行了补栽，更绿、
更整洁，还多了一份现代乡村特有的清
爽和优雅。

“未来，这里将发生真正‘全域’性
的改变。”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生态修
复研究团队项目负责人延艳彬表示，该
项目处于全市12个试点项目中“承前
启后”的关键节点，不但要充分吸收过
往经验，还要为全市未来同类项目提供
经验样板。

为啥这样说？在专业人士看来，我
市此前开展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项目，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都还
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

例如，部分工程、定额体系不健全、
标准偏低，导致规划意图难实现；项目
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不足，市场化程度
较低，等等。

对此，两堂村的试点，一开始就注
重“真全域”的顶层设计，通过统一规
划，使各部门从“三生四化”这一根本出
发，以宏观的生态视角看问题、搞治理。

例如，该项目不像前几个那样，整
治仅涉及村落的某一部分或某个产业，
而是真正放眼于整个村落，依据村主干
道路，将村里所有耕地划分成12个面
积为100至300亩的集中用地。

除了真正做到“全域全治、不留余
地”，该项目实施上也呈现更加专业化
的特点。

例如，整个项目的设计、运营、招商
等，先按照各部门的责权进行分解，然
后整合，再按项目流程重新拆分，分别
指定牵头负责单位，并由不同的第三方
来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

同时，为了提升对社会资本的吸引
力，该项目在前期就和潜在的流转业主

“对对碰”，了解投资者的参与意向，根
据投资者的不同需求进行土地划分，开

展定制化配套。
这套做法效果明显。目前，该项目

的十几块用地都已提前锁定流转业主，
为全市后期试点项目的开展蹚出了一
条新路。

“近年来，一系列试点项目的陆续
开展，成效显著，为全市乃至国内推进
乡村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借鉴。”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人士举
例说，目前潼南、荣昌、梁平三个试点项
目区耕地质量平均提升了0.5等，土壤
污染、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治理。

同时，试点项目区农用地整理、建
设用地复垦新增了旱地和水田，促进了
耕地集中连片。仅潼南太安镇项目，通
过整治后，耕地图斑从171个减少到
120个，平均单块耕地面积从1.26亩提
高到2.04亩，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发
展现代化农业创造了条件。梁平合兴
街道项目，发展小微企业12个，招商引
资年度实现企业投资超过1000万元。

此外，试点项目区通过举办乡村荷
花节、粉黛节、樱桃节、丰收节等休闲观
光、农事体验活动，增加了集体经济收
益，群众的获得感不断提高。

未来，我市将通过规划自然资源部
门搭台，完善多部门协作推动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建设的工作机制，打造“生态
佳、环境美、产业兴、人气旺”的美丽乡
村新格局。

▶2019 年 4 月 19 日，梁平合兴龙
滩村中华·梁平柚海，旗袍爱好者行进
在柚园中。（资料图片）

通讯员 高小华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