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 9月，稻麦飘香。
渝北广袤的土地上，一片片
涌动生机的田野、一个个秀
美整洁的村庄、一户户忙碌
的农产品加工企业都在释
放着崭新的活力，化为跃动
的音符，奏响丰收的动听旋
律。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
兴。近年来，渝北区持续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积极推进三产融合发展，大
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统筹推动农业农村改
革创新，加快实施乡村建设
行动，以重点工作的小切
口，推动乡村振兴的大战
略。

着眼农业高质高效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山地特色高效产业发展新格局

金秋时节喜迎收获季，在渝北兴隆
镇永兴村大石包凤凰李基地山头，机械
化正为来年积蓄能量。数台农用车辆穿
梭在特色伏季水果凤凰李产业基地，进
行秋季果树施肥。不到1天，只用20个
人就完成了400多亩工作。

这个山头曾经是“鸡窝地”，通过宜
机化地块整治，村民们尝到了机械化耕
种收割方便、高效的甜头。近年来，渝北
大力推进农田宜机化改造，按照规模化、
机械化、智能化、组织化、品牌化、信息
化、景观化等要求，实现农地增面、农业
增效，走出了一条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的新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渝北区坚持
保粮食、调结构、促增收，重点发展“三花

六果”等特色产业，重点打造龙石路花果
长廊、统大路现代化水果基地、大白路名
贵中药材基地、张白路高山绿色蔬菜基
地、南北大道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五大特
色农业产业示范基地，加快形成了连片
开发、规模经营、龙头带动、融合发展的
现代农业新格局。

同时，农业科技化、特色化、品牌化，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扎实推进。

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积极创建国家
农高区，建全国首个初级农产品产销对
接平台、全市首个智能农业产业化实验
基地、全国首个丘陵地区无人果园管理
平台。

聚力打造品牌农业。策划并宣传推
广“花果渝北”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提

升渝北区特色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和影
响力，累计认证“两品一标”农产品288
个，培育市级名牌农产品50个，获“巴味
渝珍”授权使用商标产品14个，认定国家
驰名商标3个。

产业融合度稳步提升。新认定天友
乳业等10家重庆市农产品加工业示范企
业，基本建成“三环十景”各大景区，构建
起农业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生产要素
相互渗透、经营主体协调共进的农业产
业化经营体系。实现全区全年企业农产
品加工业总产值达97亿元，全区乡村旅
游综合收入达到20.6亿元。

高质高效，提供越来越多的多元优
质农产品，已经成为渝北农业产业的新
名片。

瞄准乡村宜居宜业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生态宜居乡村

一到周末，渝北区大盛镇古树参天、
水声潺潺的天险洞村就成为游人的海
洋，村庄开设的茶吧、农家乐等不断引得
游人驻足。就在前几年，它还是个缺人
气、少活力的空心村。乡村振兴让天险
洞村实现从“死”到“生”的美丽蝶变。

邱世菊是天险洞村村民。从2019
年起，她不再外出打工，而是投资10余万
元在村里开办了农家乐。以前无人问津
的老村，这两年游客越来越多，她也强烈
感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活力。

环境就是民生。近年来，渝北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揽，以建设宜居宜
业村庄为目标，统筹推进农村改厕、垃圾
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6+3”重点任
务，大力实施“五沿带动、全域整治”行动

和“五清理一活动”，创新“八改六化”标
准，突出巴渝民居“八大核心要素”，着力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整治提升农
村危旧房6.7万户，改造农村户厕3.91万
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1.4%，建成美
丽村庄30个、“四美庭院”45个，打造了
统景江口渔村等13个人居环境示范点和
大盛天险洞村等24个人居环境示范片；
行政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达100%，农
村场镇生活污水治理率达100%，秸秆综
合利用和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分别达到90.67%、88.02%……基本实现

“村庄干净整齐、庭院整洁美观、沟渠塘
坝清澈流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连续
两年获评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激

励先进区。
“环境变好了，路也修到家门口，确

实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兴隆镇
牛皇村村民汪清贵告别了祖祖辈辈出行
难。去年国庆节前夕，600多名村民一起
走上硬化路，就近吃上“旅游饭”。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是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工作大局中的基础性工程。近
年来，渝北从交通发展、农田建设、物流畅
通等方面极力破解农村基础设施规划建
设和后续管护服务中存在的“痛点”“堵
点”，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尤其是
基础设施短板，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宜居宜业，让广大农村跟得上发展、
留得住乡愁、遇得见未来，渝北真正成为
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锚定农民富裕富足
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培育新农人，加快农民致富步伐

渝北 定位“双高”全面振兴 激活“三农”持续动力

“庆丰收，感党恩”——9月23日，在渝北区，
围绕“庆丰收、唱丰收、展丰收、赛丰收、品丰收”
五大主题相关活动将与市民见面。

庆丰收——丰收节开幕式
活动内容：丰收节庆典开幕、丰收颂开场舞
地点：兴隆杨梅广场主舞台

唱丰收——“唱丰收、感党恩”乡村歌会
活动内容：由11个镇各组织60-80名农民群

众组成农民合唱团，以镇为单位，通过合唱、舞台
剧、音乐剧、快板等多种形式，打造一台有乡村特
色、有现代质感、有田园情怀的乡村歌会，聚力展
现新时代农民风采和乡村情怀

地点：兴隆杨梅广场主舞台

展丰收——农特产品展示展销、百年“三农”
成果展

活动内容：以镇为单位，由11个镇组织当地
特色农副产品进行展示展销；组织渝北特色农产
品到四川省德阳市参加全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
活动进行展示展销；以特展形式集中展示渝北区
百年“三农”发展成果。

地点：兴隆镇杨梅广场、稻田间

赛丰收——趣味农民体育比赛
活动内容：以镇为单位，由各镇组织农民群

众（户籍地在渝北）进行参赛。开展选种子、抛谷
垛、接力运粮等趣味体育比赛活动。

地点：兴隆镇牛皇村五彩稻田内

品丰收——品川渝特色美食
活动内容：组织川渝名特小吃进行展示展

销，让农民群众在稻田间品尝川渝特色美食，共
庆丰收。

地点：兴隆镇牛皇村五彩稻田松林片区

四季优品——特色村品自驾采摘体验活动
活动内容：推广渝北乡村名优农特产品、乡

村旅游观光点，号召车友走进渝北乡村，感受乡
村新气象。

地点：区内各产业基地、乡村旅游景点

技能大赛——现代农业应用人才培养计划
活动内容：开展现代农机具实战操作技能大

赛，从培训到大赛，培育一批现代农业应用人才，
展示展现“人才振兴”丰硕成果。

地点：大盛镇云龙村

喜庆丰收
系列精彩活动不容错过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今年2月，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生产
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召开了一次别开生
面的“股东”分红大会。101.2万元红利
分享给517户“股东”，平均每户分红近
2000元。这一切都归功于该村完成了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多了一份财产性收
入。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事关农民的
根本利益，是乡村振兴成果共享的关
键。近年来，渝北积极推进农业农村改
革，率先在全市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实践，已总结出了“九步工作法”“设
置特殊股东”等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
验。在全面推进“三社”融合深化“三变”
改革进程中，全区“三变”改革试点村达
到87个，其创新“一社三部”模式，累计实
现入股土地8.7万亩，入股资金3890万
元，全区1.9万户农民变“股东”。农户喜
获增收，村集体经济也突飞猛进。去年
全年该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总收
入3.3亿元（占全市总量的28%），净收益
6479万元，均为全市第一。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民增
收形势持续向好，主要得益于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调动起来，进一步加快了农民
增收致富步伐。

今年29岁的万康是返乡创业大学
生。自返乡创业以来，他将学到的现代农
业、特色产业方面的知识运用到带领全村
人脱贫致富上，带头成立了茨竹镇半边月
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全村率先建立起

“致富带头人+农户”模式建立利益联结机
制，种植西瓜、番茄、玉米、青椒等特色农
作物80余亩，去年就为当地村民带来务
工收入11万元，资产性收益9万元。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近年来，
渝北高度重视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通
过创新“三位一体”一体机制，培育壮大
高素质农民队伍；实施“积分评价制”，
激发高素质农民内生动力；推进“评优
评先制”，发挥高素质农民示范带动作
用；做强做优创新载体，提升高素质农
民素质和能力，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
政策扶持为支撑，着力造就一支有文

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
民队伍。如今，通过出台《渝北区乡村
振兴人才引进培育扶持办法》，评定乡
村振兴人；实施“临空海外英才计划”

“临空创新人才计划”，引进专家团队，
引进杨大可等 6名乡村振兴报告团成
员落户……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培养高
素质农民 2536 人，一大批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农村专业技术人才
及农业产业脱贫致富带头人正在形成
规模。

培育高素质农民、深化农村改革、培
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一系列惠农、
富农政策落实落地见效，多渠道增加了
农民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收
入，农民钱包逐渐鼓了起来。2020年全
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1140元。

增收有保障，日子有奔头，多渠道增
加的收入，让农民在渝北成为有吸引力
的职业。

罗晶 刘钦 贺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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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镇牛皇村

统景镇印盒村李子基地

兴隆镇晚秋逅葡萄基地

大湾镇金凤村桃子基地

大盛镇青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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