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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聚焦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高质量发展

统筹基础设施建设补齐
公共服务短板

市发改委主任董建国表示，长期以
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制约着渝
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不断强化统
筹统揽、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渝东南
武陵山区城镇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
平、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明显提升。下一
步，我们将按照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工作座谈会要求，埋头苦干、久久为功，
持续抓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
不断满足群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期待。

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将把交通建
设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持续拓展大通
道、畅通主动脉、完善微循环：一是将
更加注重互联互通，加快实施对外大
通道联通工程，提速建设多向出渝通
道、拓展与主城都市区和渝东北的连
接通道，力争明年一季度开工渝宜高
铁，加快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建设，
支持黔江武陵机场、重庆仙女山机场
拓展航班航线；二是更加体现循环高
效，全面推进国省道提档升级，建好区
县间快速连接通道，丰富支线连接路、
园区路和产业路；三是更加凸显快进
慢游，完善公路沿线、客运枢纽、沿江
码头等服务设施功能，加快构建以主
要旅游景区和区县城、重点镇等人口
集散地为重点的旅游交通网络。同
时，将协同推进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打造水电、风电清洁能源基
地，推动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黔江
麒麟风电等一批重点项目尽快建成投
用，科学有序推进抽水蓄能建设，努力
构建绿色高效能源体系，将生态资源
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

公共服务方面，将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公共服务均等
化，统筹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
一是在加快教育事业发展上下更大功
夫，切实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支持区县
城和中心镇聚力打造一批优质中小学，
大力发展民族区域特色教育、建设一批
民族教育特色学校，深入推进产教融
合，新建一批职业院校；二是加快补齐
医疗卫生资源短板，加大优质医疗服务
供给能力，着力提升县人民医院和中医
院综合实力，支持具备条件的创建三级
医院，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织密公共卫
生防护网，加大急需短缺人才、属地化
医学专科生、全科医生、基层医务人员
招聘和培训力度；三是强化养老服务保
障，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布局和功能完
善，加强普惠性养老服务，创新开发康
养产品，促进养老服务与医疗、教育、文
化、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

走深走实“四型”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们将紧扣‘中国峡谷城·武陵会
客厅’新定位，走深走实‘四型’高质量
发展之路，跑出竞合、差异、协同发展的
加速度。”黔江区委书记徐江表示，渝东
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工作座谈会召开后，
黔江必将进一步开启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新篇章。

“要毫不松懈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这个首要任务。”徐江说，作为武
陵山区首批脱贫摘帽区县、全国首批脱
贫攻坚交流基地，黔江将大力发扬脱贫
攻坚精神和新时代“黔江精神”，巩固提
升“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成果，坚
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扎
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确
保搬迁群众在“稳得住”和“能致富”方

面实现新的突破。
切实担负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

府赋予的中心使命，在推动渝东南乃至
武陵山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
务共建共享上体现更大担当、实现更大
作为。着力通道“补缺、加密、提速”，加
快打造武陵山区综合交通枢纽。增强
教育、医疗、旅游集散功能，立足渝东南
唯一的两所高职院校、3所市级重点中
学等发展基础建设渝东南教育中心；完
善渝东南唯一的三甲医院、全市规模最
大的民营医院等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
快建设武陵山旅游集散中心，协同构建
大武陵国际旅游目的地。

用好城市峡谷峡江“世界罕见、全
国唯一”的独占特色，项目化打造“中国
峡谷城·武陵会客厅”，分步推动“临空
片区—峡谷景区—文体产业园—高铁
片区”带状区域发展。加快构建“一心
一轴三片”城乡发展格局，坚持“山水、
人文、城镇”多维融合，建设一批具有山
地风光、民族风情、地方风物的特色小
镇。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分层分类示范，
加快把太极镇建成全市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示范乡镇，高标准打造“一强二美
三新”幸福大美乡村，实现“城市让生活
更美好，乡村让人们更向往”。

擦亮生态底色写好绿色答卷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工作座谈
会明确提出要“统筹抓好产业发展与生
态环境保护”。武隆区委书记何庆表
示，武隆将利用生态优势发展生态经
济，把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
山，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
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塑造旅游国际化新标杆。抓住用
好航空高铁时代到来的机遇期、窗口

期，全面推进以国际化为引领的武隆旅
游“三次创业”。坚持高起点做好规划
布局、高质量做新产品业态、高标准做
优服务品质、高水平做响市场品牌，做
精做美生态观光游、做大做强康乐养生
游、做兴做旺文化体验游、做深做细度
假休闲游，加快构建千亿旅游主导产
业，打造国际山水人文旅游的首选目的
地之一，让武隆成为全市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中西部国际交往中心的重要组成
部分。

拓宽绿色发展新路径。推动一二
三产业主动“+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打
造绿色发展“升级版”。多元发展桑产
业，做大生态畜牧、高山果蔬、高山茶叶
等品牌农业，全力创建“全国有机农产
品基地”示范区；做强新能源汽车、清洁
能源、旅游装备等生态工业；做优国际
知名酒店、餐饮、会展为重点的现代服
务业，加快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

绘就美丽城乡新画卷。紧扣“神奇
山水、梦幻田园”价值定位，突出生态田
园特色，传承民俗文化本色，擦亮绿水
青山底色，不断提升城乡宜居宜业宜游
功能品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
域大花园。中心城区着力限高、退距、
亲水、增色、添香、赋文，构建“街区+”

“楼宇+”“滨水+”城市休闲旅游体系，
沿喀斯特文化休闲中心、体育馆、渝怀
复线武隆站至乌江岸线打造标志性文
旅街区和城市客厅，倾力打造闻者向
往、来者依恋、居者自豪的国际精品旅
游城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答好共同富裕时代课题。

建好渝东南“桥头堡”城市

“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市委、市

政府对渝东南片区发展的亲切关怀、
殷切希望，进一步深化了渝东南武陵
山区城镇群的发展定位、路径抓手，更
加坚定了我们发挥优势、特色发展的
信心和决心。”秀山县委书记向业顺表
示。

作为渝东南桥头堡城市，秀山将充
分发挥比较优势，统筹抓好乡村振兴与
新型城镇化，着力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和
产业带动能力，加快建设武陵山区腹
地、渝湘黔鄂毗邻地区的中心城市，打
造武陵山区践行“两山论”样板，努力在
谱写渝东南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
篇章，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
代化中主动作为、展现担当。

注重功能提升，加快推进城镇建
设。将城乡全域作为有机整体进行规
划布局，以城市为载体、产业为支撑、项
目为抓手、企业为主体，加快创建市级
高新区，提升城市集聚要素、配置资源、
发展经济、提供服务的功能。到“十四
五”末，建成“30平方公里、30万人”的
宜居宜业宜游城市，实现产城景文深度
融合，带动城乡全域整体发展。

注重特色打造，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发挥“一心、两镇、三带”示范作用，
沿交通干道实施生态美化、村庄靓化、
农业产业化“通道三化”工程，在三产融
合发展、人居环境改善、乡村综合治理
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彰显特色，力争
出经验、立标杆，努力成为四省市结合
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典范。

注重协同联动，努力带动区域发
展。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和“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着力建设
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加快推动渝湘
高铁黔江经秀山至吉首段开工建设，
构建“一环六射”高速公路网和县域

“两环五射多连线”骨干路网，实现“半
小时秀山，两小时重庆中心城区和周
边省会城市，4小时东南沿海城市群”
目标，率先打造渝湘黔边城协同发展
合作区，联动武陵山区腹地周边地区
协同发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推动共同富裕

主持人：
重庆日报记者 罗 芸

访谈嘉宾：
市发改委主任 董建国
黔江区委书记 徐 江
武隆区委书记 何 庆
秀山县委书记 向业顺

□本报记者 罗芸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电商大
厦，集聚着300余家电商企业。26岁的
廖衡创办的秀山月贝凡电商公司就位
于大厦一楼。

12月6日，廖衡坐在公司内，不断
地通过手机催促供货商快速供货、解决
快递投送问题、回复团购客户咨询……
廖衡销售的货品，来自方圆百里的武陵
山区农业产业基地。农产品原料在几
公里外的工业园区进行加工、包装后，
再通过廖衡这样的电商网络，销往全国
各地。

通过一二三产业联动，秀山特色产
业发展迅速。目前该县已建立95万亩
特色农业基地，并推动绿色加工企业入
驻工业园区就地加工，加工后的产品通
过2300余家电商销往国内外。秀山县
委主要领导表示：“通过一二三产业联
动，秀山累计超过10万户群众获得稳
定增收渠道。”

特色产业绿山富民

天气虽冷，隘口镇坝芒村脱贫户付
仲芬却累得满脸是汗。

“这段时间给山银花清园，明年虫
害就少了。”付仲芬直起身，抹抹汗。

由于丈夫失去劳动力，几个娃娃在
读书，养家的重担全都压在这个不足
1.5米个头的女人身上。几年前，在扶
贫干部的帮扶下，她家种植起12亩山
银花。两年后，家里就脱了贫。

如今，她家28亩银花平均亩产达
到300公斤，相当于今年能收入六七万
元。“靠着这些山银花，我们的日子一年
比一年好！”付仲芬高兴地说。

近年来，秀山不断壮大中药材、茶
叶、油茶、柑橘等特色农业。目前，已建
成特色农业种植业基地95万亩。其中，
茶叶和油茶基地面积均居全市首位。

在产业发展同时，秀山通过“入
股+分红+务工”“保底+分红”等多种方
式，强化专业合作社与脱贫户之间的利
益联系，确保像付仲芬这样的农户，每
户至少有1个以上的增收项目。

绿色工业快速发展

重庆海王中药健康产业基地展示
大厅，摆着琳琅满目的产品：银花露、袋
泡茶、面膜……它们主要成分为秀山地
产的山银花、黄精等中药材。

“现在我们还在研发双花凉茶、银
花口香糖等食品，以及银天颗粒、黄精
冲剂等中成药。”秀山县工业园区负责
人介绍。

以特色农业产业为基础，秀山在培
育壮大本土药企的基础上，引入海王、
步长、红日三大上市药企入驻工业园，
建设100亿级中医药产业集群。目前，
该工业园已获批为重庆市特色产业（中
医药）基地，去年产值已达10.3亿元。

与此同时，秀山与西南大学、重庆
市中药研究院等单位紧密合作，成立了
秀山银花研究中心、国家现代中药资源
信息和技术服务秀山站、重庆市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中药材技术体系创新团队
秀山技术推广站，研发试制的中成药、
饮料等产品，将于不久后投产。

电商让绿色产品销得更好

隘口镇电商扶贫产业园内，“山水
隘口”电商平台合伙人之一的孙勇胜正
在直播，展示本镇所产金丝黄菊、茶叶
等产品。一旁，打印机“唰唰”地不停向
外吐出下单顾客的快递单。

“以前这些农产品主要靠农民自己
卖到镇上，最多卖到县城，经常卖不出
去。”隘口镇有关负责人说，2018年，几个
年轻人回乡创办“山水隘口”电商平台以
来，去年该平台销售的农产品已超过
2000万元，为“山货”打开了广阔的市场。

近年来，秀山已发展起电商企业
2300余家，通过“互联网+”的产业链
条，帮助全县 7 成农户搭上电商“快
车”，签订相关的加工农产品订单面积
达8.8万亩，让脱贫农户直接成为了电
商产品供应商。

绿色基地吸引游客

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兴隆坳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内，是连片的茶园。茶园
随山丘起伏，在碧蓝的天空下勾勒出碧
绿的线条。

“只要天晴，来耍的游客就多，还有
很多人放‘飞机’在天上拍照。”68岁的
村民冉龙金笑呵呵地说，这时候一天能
卖出上百瓶矿泉水。

依托特色农业产业，融合红色文
化、民族文化等发展起来的旅游业，已
成为秀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
乡村振兴的“新路”。该县在农业休闲
产业中，融入秀山花灯、土家织锦、苗族
银饰制作等非遗文化项目，为生态农业
注入文化基因，有效拓宽了当地群众的
增收渠道。目前，该县文旅产业已直接
或间接带动6000余户脱贫户、2.8万人
有效增收。

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超过10万户群众稳定增收

“绿色引擎”让秀山产业驶上快车道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大雪时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板溪镇山羊村依然迎来了不少游客。

寒风吹拂着群山，山羊村漫山遍
野铺满红叶。红叶掩映下，蜿蜒的山
路穿进茂林修竹掩映的古寨；抬头仰
望，红叶浸染山峦，如梦如幻；低头俯
瞰，层层梯田错落有致，云遮雾绕。群
山环绕的山羊村，宛若陶渊明笔下的

“桃花源”。
很难想象，如此美丽的古村落，在

几年前曾是酉阳的深度贫困村，也是当
地典型的“空心村”。

交通便利惠及所有村民

山高路远，山羊村却有着原生态
的自然环境，村寨掩映在古树和翠竹
之间，充满古朴浓郁的气息。村寨里
的民居多以木瓦房传统建筑为主，四
合院、吊脚楼等土家特色民居保存良
好。每到秋冬季节，风霜染红山羊村
周边山岭上的树叶，漫山遍野美不胜
收。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带领下，山羊村
着力改善生态环境，来山羊村看红叶的
人越来越多。但由于道路不够宽，游客
的车堵了十几公里，影响了当地旅游业

的发展。
“农村要发展，道路必须先行，我

们决定把通村公路加宽，再配套修上
停车场。”2019年，王金旗被派驻到山
羊村担任第一书记。王金旗花了一个
月的时间，蹚过泥泞的山路，把当时散
居在几个山头的69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走访了一遍。他发现：“只把主干道
打通还不够，要想让致富路惠及每一
户村民，还要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通
组公路。”

于是，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委多方
争取，把原本4米宽的土路，拓宽成了6
米宽的水泥路。2020年底，村组之间
的路也基本铺设完成，“毛细血管”也畅
通了起来。

特色产业发展方兴未艾

产业兴则乡村兴。
山羊村海拔上千米，山地特色明

显、小气候多样，只有选对了产业，才能
让村民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村里的地多是油沙地，种大米好
吃得很。”村民陈永波说，民国时期，山
羊村的大米就非常有名，每次一上市就
被抢购一空。

可是，发展传统水稻产业，能把山
羊村好山好水的生态优势充分发挥

吗？在扶贫工作队的带领下，山羊村
选择了一条“稻渔共养”的生态种养之
路。

“村里的大米本来就不愁卖，现在
稻田里养出来的鱼，外头的餐馆也抢着
要！”陈永波算了笔账，“稻渔共养”模式
下，一亩田一年能收入近5000元。

村里产业发展方兴未艾，许多过去
外出务工的村民也纷纷回乡创业。

“工作队帮我解决了产业补贴和贷
款的问题，我养了4万尾冷水鱼、100多
只山羊。”村民冉东贵早年家贫，不得不
外出务工，如今他天天围着羊圈、鱼塘
转，“算下来，今年产值能有几十万啰。”

村民王章进现在养了50群蜜蜂和
500只鸡，一年下来收入也不错，“山好
水好，酿出的蜂蜜抢手，今年卖蜂蜜就
挣了两万多。”

如今山羊村已发展了1000亩稻渔
养殖基地、500亩脆红桃基地、1000亩
黄茶基地、1000亩猕猴桃基地。

乡村旅游带来红火日子

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山羊村的乡村
旅游也开始走俏。

红叶，是山羊村乡村旅游最靓的一
张名片。

“今年最火的时候，一天怕有万多
人来看红叶哦。”陈永波说，以前，美丽
的红叶没有给村民带来红火的日子，但
现在不一样了。

山羊村依托山形水势，在山上修起
了蜿蜒几公里的“赏红叶步道”，在山下
的稻田旁也修起了观光步道。山羊村
深处，幢幢土家特色民居保存完好，诉
说着村寨的历史。

冬日，游客们踩着上百年的青石板
路，感受着民族特色浓郁的吊脚楼和四
合院，听泉水潺潺，看梯田层叠，观古树
林立，感淳朴民风……游客多了，村里
的农家乐也火了。

村民冉秀芝家中，香喷喷的腊肉、
香肠沿着房檐悬挂，惹人垂涎。冉秀芝
的农家乐生意一直很红火，年初准备的
四五百斤腊肉香肠，全都变成了游客餐
桌上的美味。

山羊村还成立了乡村旅游专业合
作社，探索农村“三变”改革，试行“村企
联合、户企联营”新模式搞民宿接待。
如今，古寨里有了十几家农家乐，赶上
旅游旺季的时候，村民为了做好游客接
待，得全家齐上阵，忙得不亦乐乎。

畅通“毛细血管”，发展特色产业，带火乡村旅游

酉阳“空心村”变“桃花源”

秀山洪安镇连片茶园景色怡人。（资料图片） 通讯员 鲁诗勤 摄/视觉重庆 酉阳板溪镇山羊村古寨。（资料图片） 通讯员 段成军 摄/视觉重庆

12月 3日，渝东南武陵山区城
镇群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提出，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要立足新
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
格局，统筹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与推动共同富裕，统筹抓好乡
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统筹抓好产
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抓好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谱写
渝东南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
篇章，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
义现代化。

渝东南地处武陵山脉，是我市
唯一集中连片的少数民族聚居
区。如何为这一区域提供良好的
基础设施与完善的公共服务产品，
促进区域发展，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各区县如何因地制宜
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2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邀请相关
部门和区县负责人做客重报圆桌
会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