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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

大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要牢牢把握稳住农业基本盘的总要求，突出抓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重点任务，努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新年伊始，如何跑好乡村振兴“第一棒”？两会期间，部分市人大代表、市政

协委员就此提出看法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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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圆桌会

姜天波徐江 刘贵忠 何勇

激发“三农”潜力 跑好乡村振兴“第一棒”

主持人：
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王亚同

访谈嘉宾：
徐 江 市人大代表、黔江区委书记
姜天波 市人大代表、綦江区委书记
刘贵忠 市政协常委，市乡村振兴局党

组书记、局长
何 勇 市政协委员，市农投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

重庆日报：产业是今年乡村振兴工作的“两个关键”之
一。作为市属国有重点企业中唯一从事农业全产业链经营
的产融集团，市农投集团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何勇：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近年来，我
们确立了市场化、品牌化、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的“五化
一体”集团新时期发展路径，做强做优做大奶、肉、鱼、蛋、冷
链供应五大产业链，以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带动了数万

户农民增收。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以工业化、互联网、智能化、绿色

化思维和手段打造现代农业。
通过持续加强研发创新，突破农业优质种源“卡脖子”

问题。未来我们研发投入年均增长将超过15%，建设国家
级奶牛、生猪核心育种场各1个，建设国家级乳业联合创新
研发平台等，自主研发适合中国人体质的益生菌，加快培育

一批自主可控的优质核心种源。
通过“数智”化提升农产品品质。升级乳业、肉业、蛋业

智慧生态养殖，迭代数字化智能车间、工厂，谋划实施20个
大数据智能化应用项目，新建智能工厂1个、数字化车间5
个、“数智”中央厨房1个。

通过提升品牌声誉和号召力，实现全产业链价值增
值。构建“集团母品牌—企业子品牌—产品品牌”三级架
构，力争5年内让集团拥有的中国驰名商标数量翻番。

通过标准化打造，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构建以
产品标准为龙头、涵盖全产业链各环节的标准体系，促进农
业产业各环节价值增值，助力乡村振兴。

抓“五化一体” 做强做优五大产业链

重庆日报：近年来綦江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成效显著，
下一步将如何继续发挥这一优势，助推乡村振兴？

姜天波：产业的融合发展，可提升产业链价值，带动更
多群众致富。过去，綦江群众也从中尝到不少甜头。未来，
我们将立足于綦江的特点，促进“三农”发展，为乡村振兴增
添动能。

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实现农业增值。全市唯一

的专业食品工业园区在綦江，我们将依托这一强大的食品
加工优势，培育壮大优质稻、生猪、萝卜、辣椒、草食牲畜五
大10亿级全产业链产业集群；通过该工业园的食品研究
院，对农产品进行加工研发，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做强农特
产品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市场消费等上下游产业有机衔
接，提升全区农业的综合竞争力。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帮助农民增收。綦江是红

色文化资源富集地，尤其是南部地区，立体气候明显，通过
“绿色农业+红色文化”，可以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下
基础。我们将以建设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现代
农业产业园为抓手，结合正在建设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王
良同志纪念馆等红色资源，做优农村电商、乡村旅游，让群
众家家有稳定的增收门路。

整合全社会力量建设美丽乡村，促进农村兴旺。优化教
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村容村貌提档升级；向区
内4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镇选派4支工作队，选派40名驻村第
一书记和50名工作队员，以党建引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抓融合发展 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

出台 19条措施推进消费帮扶，销售金额

62.1亿元

重庆日报：去年，我市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相关工
作再上新台阶。未来，我市将如何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

刘贵忠：去年，我们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首要任
务，扎实有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构建“1+1+N”衔接政策体系，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两
不愁三保障”质量不断提升，全市乡村振兴工作开局良好。

新的一年，我们将重点抓好五个“持续”，书写重庆乡村

振兴新的篇章。
持续筑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第一道防线”。健全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抓牢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两个环
节”，将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纳入监测，精准落实
帮扶措施，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持续抓好产业与就业两个关键。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
地特色高效农业，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特色产业带

动就业、开发乡村公益岗位扩大就业等方式，促进脱贫劳动
力就业规模稳中有增。

持续深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和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两个
重点，补齐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持续提升。

持续压紧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用好驻村
工作队和农村基层组织“两支力量”，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
兴，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持续汇聚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深化实施“一区两
群”区县对口协同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抓好鲁渝
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和社会力量帮扶“三类帮扶”。

抓五个“持续”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记者 罗芸 摄/视觉重庆

重庆日报：作为脱贫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山区边
区，下一步，黔江如何结合自身实际，跑好乡村振兴“第一棒”？

徐江：黔江将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努力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朝
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行。

抓成果巩固，更高站位筑牢“返贫防线”。严格落实“四
个不摘”要求，强化动态监测和及时帮扶，坚决守住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底线；探索扶贫资产市场化运营机制，努力实现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市平均水平。

抓产业振兴，更高效能提升“山地价值”。着力稳住农
业基本盘，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深度参与成渝现代高
效特色农业带建设，健全以“粮油桑猪”为主导、“烟果渔菌”
为特色的农业产业体系，构建200亿级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示范区；推动农业“接二连三”，确保农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5%以上。
抓重点帮扶，更高标准推进“试点示范”。统筹推进分

层分类示范，以点带片、以片带面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深化
定点帮扶、东西部协作、结对帮扶、对口协同发展，在产业、
人才、消费、文旅等方面拓宽渠道，携手打造帮扶协作“示范
样板”。

抓乡村建设，更高水平唱响“田园牧歌”。打造一批具
有山地风光、民族风情、地方风物的特色小镇、村寨；推动农
民居住、公共服务、产业发展、技术资源“四个集中”，深化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构建一批“镇村生活圈”；精心打
造20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力争让15万人吃上“旅游饭”。

抓产业振兴 更高效能提升“山地价值”

价格投诉 12358 消费者申诉举报 12315 电力投诉 95598 自来水投诉 966886 燃气投诉 67850498 电信用户申诉 12300 质监投诉 12365 交通服务热线 96096 旅游质量投诉 63866315 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投诉 63672076

1月18日上午，城口县咸宜镇李坪村，山间层层叠叠
的茶园延伸向远方。

“几年前，茶园里的杂草长到齐人高。后来镇里大力
发展茶产业，我们又请人把荒废的茶园‘扒’了出来，准备
打造‘园区+景区’。”37岁的李坪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勇
说，如今，在李坪村，已有包括他在内的十多名年轻人返
乡发展茶旅产业。

“茶香坪，山幽幽。土地不值钱，村里缺壮年……”李坪
村原名“茶香坪”，几十年前，这里就建起了茶园，但因茶叶
品种落后、管理不善，效益低下，村里大多数年轻人选择了
外出务工。

乡村振兴首先要产业兴。自去年被确定为全市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乡镇后，咸宜镇把茶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按
照“接二连三”的思路谋发展。目前该镇已技改茶园
8000余亩，新栽植优质茶树2000亩，为咸宜建万亩高山
生态茶叶基地打牢了基础。

与此同时，该镇通过引入龙头企业、成立茶叶专业合
作社等，推动“以茶促旅，以旅带茶”。镇里发展茶旅融合
后，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返乡。李坪村32岁的钟浩回到家
乡，在茶园旁包下鱼塘搞起了休闲垂钓，接下来他还准备
发展民宿，继续借茶园生财。

陈勇表示，春节期间，还有不少年轻人准备回李坪考
察，寻找就地致富的发展机遇。

“现在年轻人回来了，村里也‘活’了。”年过六旬的村
民陈伦辉感叹，乡村振兴带来的不仅是产业兴旺，还让李
坪村变得“年轻”了。

茶园绕山梁
青年返乡忙

城
口

“锅碗瓢盆放整齐、铺笼帐被叠整齐、棍棍棒棒码整
齐、锄头薅把搁整齐……过去到处脏乱差，如今处处美如
画！”1月18日，看着焕然一新的小院，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花田乡何家岩村村民冉高贤念起了自己写的“打
油诗”。

去年以来，何家岩村结合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按照
“人人参与、户户改造、处处景点、示范带动”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村民自己动手修围栏、种花草、平整院
落，不仅让“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成为过去，富裕
起来的生活和变美的环境也激发出村民“振兴有我”的
内生动力。

“我们坚持激发群众思想转变，引导群众拆除废弃圈
舍，改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花田乡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启动以来，该乡美丽乡村建设步伐加
快，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仅是花田乡，2021年以来，酉阳分层分类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
裕富足。目前，该县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片推进”
示范区53.8平方公里，乡村颜值不断提升。

同时，酉阳还通过完善村规民约，开展“梦想课堂”、
“法律进乡村”等群众性宣传活动，激发群众自发参与乡
村振兴，让农民从“台下看戏”转为“台上唱戏”。

乡村美如画
农民作诗夸

酉
阳

□臧博

奉节脐橙、永川秀芽、涪陵榨菜、荣昌猪……重庆有太
多优质农产品，其中不少蜚声海内外，但也有一些仍“藏在
深闺人未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一句“让农产品卖得出、卖得
远、卖得好”，格外朴实动人。

实现乡村振兴，要靠双手干出来。如何让农业经营有效
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说

到底，就是要把我们辛苦培育出来的农产品卖出去，还要卖
出个好价钱；不仅要在国内卖出去，还要畅销海外。农产品
畅销了，农民增收了，乡村留住了人，产业留住了人，也就留
住了乡愁，留住了将乡村建设得更美丽的希望。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产业振兴，乡村产业的代表就是农
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农产品能不能卖得出、卖得远、卖
得好，说到底是在考验我们的农产品有没有竞争力。在提
升农业产业效益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亮出了我们积累
的“家底”：3个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2个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巴味渝珍”区域公用品牌，去年新改建“四好农
村路”3330公里……知道了“家底”，我们在大刀阔斧培育
农产品优良品种、提升农产品品质、打造农产品品牌时才能
有底气。

让农产品卖得出、卖得远、卖得好，除了要踏实苦干，还
需具备数字化思维。如打造重点农产品全产业链，健全农
业基础数据资源采集体系，等等。只有既突出农产品的地
方特色，也善用数字化思维为农产品赋能，才能给重庆农产
品插上有力的“翅膀”。

让农产品卖得出卖得远卖得好两会走笔

数读重庆乡村振兴（2021年）

17个
整合市级帮扶集团，选派 17个驻乡工作队

和 18个产业指导组，聚焦 17个市级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乡镇、原 18个市级深度贫困乡镇及
所在区县，建立“一区两群”区县对口协同发展
机制

77.8万人
实现脱贫人口务工77.8万人，创建帮扶车

间 472个，开发公益性岗位 9.8万余个，脱贫

地区特色种养业覆盖90%以上脱贫户

近8.4亿元
新增发放小额信贷近8.4亿元，特色产业

保险品种达52个

62.1亿元

（数据来源：市乡村振兴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