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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九

龙坡区坚持把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

作为一项政治工

程、民生工程、经

济工程来抓。按

照全市乡村建设

和人居环境整治

要求，全域推进、

全项治理、全民

参与、全季保持，

上下同心打造整

洁有序、美丽宜

居的乡村环境，

获评“全国2020

年度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成效明

显”激励区县。

农村人居环

境的全面改善，

极大地推动了当

地乡村振兴的步

伐。九龙坡区进

一步巩固并扩大

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成果，寻求乡

村建设高质量发

展的新路子，积

极探索“住商融

合”的农文旅融

合发展模式，赋

能乡村全面振

兴。

九龙坡区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纳入民生实事范畴，聚焦准
度、力度、温度、厚度“四度”，深
入抓好系统工程，抓紧抓实村庄
清洁行动、“四好农村路”、“厕所
革命”、院落环境整治等工作，全
力推动农业高品质、农村高颜
值，致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

“七彩九龙都市乡村”。全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获国务院
办公厅肯定通报，获2000万元
中央财政专项激励支持，成为全
市唯一上榜区县。

●聚焦“准度”办难事

九龙坡区以乡村“脏乱差
陋”问题治理为主线，建立健全
管护机制，实施区、镇、村三级联
动机制，并将人居环境整治内容
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共建共
管，实现“脏乱差陋”治理全覆
盖。建立完善生活垃圾收运体
系，规范农村生活垃圾“户集、村
收、镇运、区域处理”流程，全区
5个涉农镇街45个行政村生活
垃圾治理率达100%，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工作顺利通
过市级验收。开展污水三排、河
道三乱、污水收集处理“三率”专
项行动成效显著，中央环保督察
涉及河长制工作完成整改销号，
全区“一江三河”问题整改完成
154处。

●聚焦“力度”办实事

全区修建“四好农村路”333公里，入户道
路149公里，实现“四好农村路”通达率、通畅
率均达100%，天然气村村通、光网和4G网络
实现全覆盖；累计改造农村厕所40913户，农
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92%；实施“一户一
表”全覆盖改造，农村人饮管网升级改造
11397户，覆盖人口3.21万人。完成4家污水
处理厂扩容提标，基本实现工业园区和工业集
中区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率先在全市开展
农村散户生活污水处理试点，出水水质优于地
标一级。

●聚焦“温度”办要事

全区开展村庄靓化工程，安装公共照明路
灯3700盏，完成旧房整治改造300户，建设村
级文体活动场所44个。建成绿色示范村13
个，获评国家级乡村治理示范村1个、全市美丽
宜居乡村19个。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达到98%以上。
新建整治引水渠道12公里，新建500立方米蓄
水池3座，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4.35万亩。指
导完善村规民约、卫生公约，开展“文明习惯养
成活动”、“新农村新生活”等公益讲座，举办“清
洁农户”、“美丽庭院”等评比活动，持续引导居
民形成良好生活习惯、培育文明乡风。

●聚焦“厚度”办大事

九龙坡区在西部三镇累计签约引资项目8
个共430亿余元，其中大英雄湾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总投资200亿元、智慧农业服务项目50
亿元，农业公园、美丽乡村民居和英雄湾村历
史文化名村核心区初显成效；培育龙头企业
33个、市级以上农业品牌98个；打造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2个、市级5个；重点打造10
个乡村振兴重点示范村，成功推广“美丽乡村
精品线路”10余条，荣获“全国休闲农业暨乡
村旅游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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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人居环境 助力乡村振兴

九龙坡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奠基“住商融合”乡村发展新路

锦绣田园

院落综合整治工程——西彭镇真武宫村

环境共建
利益共享，力促“住商融合”

2021年的山城隆冬，蓝天白云与暖阳成
为“标配”。沿着宽阔整洁的乡村公路进入九
龙坡区铜罐驿镇英雄湾村，是一幅由繁茂的绿
树、纵横的道路、古朴的民居和袅袅的炊烟组
成的田园画卷。美丽乡村的高颜值、新气质尽
展眼前。

和众多农村一样，英雄湾村今日的美景得
来不易。多年前，这里道路破损、民居破旧、垃
圾遍野是常态。2018年，九龙坡区打响全域
人居环境整治战。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深
入推进“厕所革命”“四好农村路”“村庄清洁行
动”等一系列环境整治工作。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程、拆除违建、
清理乱堆乱放、推行垃圾分类试点、厕所改造、
门前“三包”……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改善了英
雄湾村的面貌，更在保留乡村肌理的基础上，
构筑起独特的乡土味道和乡村风貌。全村基
础设施日益完善，生态环境持续好转，跻身全
市首批历史文化名村和生态文明示范村。

立足人居环境的嬗变，今年4月，九龙坡
区选址英雄湾村，启动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围
绕深入开展“三变”改革，进行制度设计和治理
体系创新。构建起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和英雄
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信用合作部、土地合作
部、房宅合作部、消费合作部为骨架的“一心四
部联合社体系”，支撑改革不断推进。

改革将给群众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走进
村民王少杰的家，可一探究竟——王家的房子
实施了“平改楼”，洋溢着传统的田园风。主人
住一楼，门朝田园；营业区办超市，门朝马路。
全屋整饬一新，营业区和居住区物理隔离，楼
板和墙壁进行隔音处理。

这样的“住商融合”，正是英雄湾村实施综
合改革，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创新之举，
也是改革的点睛之笔。

“住商融合”建设围绕“环境共建、利益共
享”思路，严格遵循自愿参与原则。目前，英雄
湾村正与四川源素轻旅集团、北京中汉教育集
团共同推进“住商融合”项目。源素轻旅将对
68栋农房进行统一风貌改造，已有38户居民
将房屋主体和宅基地统一量化入股村集体公
司。现已有民宿、主题乐园等10余家商户达
成入驻意向。

民主协商
高效治理，共筑利民工程

九龙坡区农业农村委主要负责人认为：英
雄湾村“住商融合”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可
复制性极强，值得认真总结和推广。

“住商融合”探索中，九龙坡区始终坚持把
老百姓放在最中心位置，把百姓利益放在首
位。紧紧围绕“环境共建、利益共享”思路，村

民自愿参与原则。通过先行示范、因势利导，
奖励先行者鼓励后进者，吸引村民自愿加入，
避免政府强制干预而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成为

“住商融合”最大特点。
规划上，农户不搬家，院落及房宅周边环

境整体打造；投入上，农户不掏钱，只用闲置资
源投入增收；投资上，政府不另投项目资金，而
是整合已有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等资金，
加之引进商户的装修费、运营机构费用等少量
资金，构建轻资产投入模式；效益上，将农户和
集体融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实现效益共创共
享。

为推进“住商融合”模式项目，九龙坡区
积极构建农村基层经济组织体系，在尊重村
民意愿和“三权分置”原则前提下，统筹农户
闲置民房、宅基地等相关资源的使用权，按

“标准份量化指标”实现乡村非标的闲置资源
标准化。以构建互信机制为突破口，用托管
经营方式盘活乡村房屋土地资源，全方位促
农增收，有效解决基层工作难、人才招引难、
建立信任难、持续增长难等多个问题，实现乡
村的升级跃迁。

和谐共赢
数字运行，打造富民工程

“‘住商融合’模式通过整合各类资源，持
续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商业体持续运营，企业、
集体、村民收益持续增加，村集体有更多的资
金、村民有更高的积极性投入人居环境整治，
形成收益和环境维护的良性循环！”九龙坡区
农业农村委主要负责人评价。

“住商融合”建设中，平台公司依据成熟的
闲置资源“标准份量化指标”，对闲置房屋、宅基

地等资源进行股权精准量化。具体而言，从以
往的“纯租金”转变为“保底金+大盘分红”，保底
金依据农户所持标准份进行标准化计量发放，

“大盘分红”则从产业中各不同的营业业态实施
不同的“营业额点数提取”，依托大数据监管实
现实时营收数据分账，年度统一分红发放。

依据平等协商、互惠互利原则，在运营平台
公司亏损兜底的前提下，由农户、村集体公司共
同参与分红，依据各方资产要素、资金要素、管
理要素等投入程度共同商讨确定分配比例。

同时，公开营收利润，采用标准化经营管
理系统，从营业端到村集体端再到农户端实现
数据穿透，让农户实时获知瞬时收益，用智慧
系统建立起一套乡村新型互信机制。

目前，作为试点的英雄湾村已引进平台公
司对农房进行统一风貌规划和改造，通过错位
产业招商，市场化运营，实时大数据共享，定期
营收分红，实现农民迅速增收和环境有效治
理。项目现有民房总面积12700余平方米，预
计村民自留居住面积6400余平方米，托管经
营面积6300余平方米。正式运营后，预计村
集体资产型收益可达1800余万元，村民资产
型收益达1200余万元，工资型收益超过400
万元，村集体年度分红收益可达40余万元、村
民每户可达2万元。

持续发力
智慧管理，形成共赢局面

九龙坡区地处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拥有
庞大的消费群体。依托这一优势，九龙坡区根
据村社的区位条件、资源位置的不同，瞄准市
场需求，兼顾人居环境和产业发展，确定民居
民宿、文创休闲的产业定位，差异化引入餐饮、
住宿、文创产业，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带动农
业发展“接二连三”促增收，从而实现经济可持
续发展、效益可持续增长。

实际运营中，平台公司根据村民自愿原则，
将闲置资源确定为A类（参与经营）和B类（不
参与经营），实行宜居宜业差异化改造，由村集
体公司统筹闲置资源，统一与平台公司合作运
营，形成“集体+村民+平台公司”的合作体，由

“村集体统筹+村民闲置资源+政府政策落实+
乡村振兴运管团队”形成“第一投资人”团队，由
城市中具有乡村庭院分时需求群体+乡村振兴
运管团队双方构成“第二投资人”团队，有效降
低项目风险，保障村集体和村民无亏损风险。
这既构筑互信的个人集体关系，又增强群众对
政府的信誉度，实现多方关系协调发展。

随着项目的深入推进，村民既是“住商
融合”模式的受益者，也是模式的参与者。
这极大地提高了村民对维护农村人居环境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解决了农村人居环境

“管护难”的一大痼疾，实现了环境优美、乡
村治理、产业发展的“政、企、村、民”三方四
面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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