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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三条底线 抓好三个重点 释放两大动能

市农业农村委 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3月5日，农历惊蛰。巴渝沃

野春意盎然，生机勃勃。
在铜梁高垭村稻油种植基地，

油菜花遍地烁金，美不胜收。花海
另一侧，种植户为育秧忙得团团
转。

在垫江长龙村高标准农田建
设施工现场，两台拖拉机在田间来
回穿梭，整地、翻耕如火如荼。

……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委认真

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市
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决守住守
好粮食安全、耕地保护、防止规模
性返贫三条底线，突出抓好乡村发
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个重点，
加快释放科技创新、农村改革两大
动能，以“三农”之稳服务全市全局
之稳，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大面积种植的涪陵榨菜

扛稳责任
坚决守住三条底线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悠悠万
事，吃饭为大。

重庆虽不是产粮大省，但作为粮
食产销平衡区，一直把确保粮食安全
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实抓细，坚决守
住粮食安全底线。

“不管挑战多大，今年重庆粮食播种
面积和产量务必确保稳定在3012万亩、
1087万吨。”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坚决完成这一硬任务，要在稳定面
积上挖潜力，将通过最大限度挖掘闲置
土地、间套作潜力；实施提高粮食单产攻
关计划，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快培
育优良新品种，提升主要作物生产水平；
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落实好强农惠
农政策，调动种粮积极性。今年，全市将
确保新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20万
亩、油菜种植面积已达404.9万亩。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对于

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如何
在“巴掌田”“鸡窝地”上守好耕地保护
底线？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要落实耕地保护实行党政同责，坚决遏
制耕地“非农化”，防止基本农田“非粮
化”，通过“查、建、控、保、考”五项“长牙
齿”的硬措施，坚决守住耕地数量红线
和质量底线，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一体保护。

以“建”为例。我市今年将继续以
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和制种基地为重点，新建226万亩高
标准农田和10万亩高效节水灌溉工
程，以及对5万亩农田进行宜机化示范
改造。同时，以“改大、改水、改路、改
土”为重点开展“千年良田”建设试点，
建成一批“宜机宜耕、能排能灌、高产稳
产、旱涝保收”的现代粮油产业示范区。

不论是脱贫攻坚还是成果巩固，关
键在于产业。按照中央一号文件要求，
重庆还将坚决把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作为重要底线。在建立防返贫机制
基础上，加强“18+17”（“18”即原18个
深度贫困帮扶乡镇，“17”即17个市级乡

村振兴帮扶重点乡镇）产业指导组人员
配备和管理，常态化开展现场指导、实地
培训等，确保脱贫产业发展不因品种、技
术等原因导致风险。同时，深入实施特
色种养业提升行动，推进脱贫地区产业

“接二连三”，持续推进消费帮扶，推动脱
贫区县农产品顺产顺销。

砥砺奋进
突出抓好三个重点

发展产业是促进乡村发展的根本
所在，也是促农增收的有效手段。对标
贯彻中央一号文件部署，今年全市坚持
以产业发展为基础，以开发乡村多元价
值为导向，统筹乡村经济和社会“两大发
展”、融合农工商“三大业态”、完善县乡
村“三级功能”，健全乡村发展体制机制。

比如在探索发展路径上，将重点
围绕“山上经济、林下经济、水中经济、
气候经济”，多元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

产业，提质发展农资供应、土地托管、
统防统治、烘干收储等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发展餐饮休闲、物流配送、养老托
幼等生活性服务业。

乡村建设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重要抓手。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
落实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
为农民而建的要求。今年，全市将坚
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遵循
规律建、发动农民建、突出重点建，求
好不求快，把握乡村建设的时度效，加
快补齐乡村发展短板。

以突出重点建为例。推进乡村建
设将坚持“点面结合”：在面上，重点推
进普惠性基础设施建设，做到路通、水
净、电稳、讯畅、院洁，确保“有提升”；
在点上，重点围绕聚居点、示范点，大
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治
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当前
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正经历深刻转型，
农民流动性加强，职业分化、收入分
化、利益分化加剧，必须以新的机制强
化乡村治理。

为此，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
今年全市将深入总结典型经验，重点推
广积分制，让乡村治理工作量化起来；
大力推行清单制，让乡村治理机制规范
起来；积极借鉴老马工作室、乡贤评理
堂等有益做法，让乡村治理形式丰富起
来。同时，充分发挥“三治”融合，结合

“数字乡村”和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
设，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建设。

勇毅前行
加快释放两大动能

重庆是典型的丘陵山区，山高坡
陡、地块零碎，要实现粮食稳产增产，
根本出路在科技创新。与此同时，我
市农产品要实现保数量、保质量、保多
样，同样在于科技创新。

今年，我市将在科技创新上狠下
功夫，加快释放科技创新带来的活力
动力，重点抓好加快完善创新体系、重
点攻克关键技术、切实加强平台建设、
协同抓好推广运用、持续优化体制机
制等五方面内容。

比如完善创新体系方面，我市将
优化设置14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
队，在首席专家领衔的同时，逐步设立
副首席，由45周岁以下的青年专家担
任。同时，加快组建种植、加工、土壤
等科技创新联盟，做实种业科企联合
体，大力培育新型研发机构，健全“重

庆土壤研究所”，成立全市农业科技创
新专家咨询委员会等。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今
年，全市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将
农村改革作为又一动能，将在坚持农
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基础
性地位、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三个“不动
不变”基础上，深化两个“三权分置”改
革，探索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
农业经营方式“多样多变”。具体抓好
三方面的改革任务——

一是以“三变”改革为抓手壮大农
村新型集体经济，深化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
台，以市场化经营为原则，以合股联营
为纽带，通过产业带动、资源开发、服
务创收、租赁经营、项目拉动，发展壮
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二是以“三农”信用体系建设为基
础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建设涉农信用
体系数据库，拓宽涉农应用场景，鼓励
金融机构创新信用贷款等支农产品，
完善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三是以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为重
点创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规范
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立工商
资本入乡促进机制，稳妥有序推进国家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和
市级城乡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

赵童 刘玉珮 龙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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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水相映添锦绣 青山翠意漫都梁

梁平林业：创建森林城市提升群众幸福感
绿色映底蕴，生态见初心。
近年来，梁平区林业局全

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态理念，牢记建设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的殷殷嘱托，认
真落实“生态优先当示范、绿色
发展当标杆”要求，围绕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目标，以养山护山
夯实绿色发展“家底”，“湿地+”
塑造全域生态格局，让天蓝地
绿水清的生态之美，持续增亮
人民群众幸福底色。

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如
今的都梁大地，从城市到乡村，
从山巅到湖泊，从广场到庭院，
绿染山水增辉、片片翠色点染，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锦绣
画卷正徐徐展开。

营林添绿
出门赏景成为常态

今日出门春已半，樱花如霰晓莺
啼。三月，连日的春光催促着市民朋
友出门踏青赏花，在此时节，漫步梁平
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可见满枝琼瑶，

朵朵粉嫩清美、簇簇馨香烂漫，片片轻
云飘浮山间，游人的步履恰似踩着碧
波的节奏，荡漾起绚丽的“春之曲”。

据梁平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2016年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
通过国家备案以来，该区紧盯“5大体
系36个指标”考核体系，充分结合城
市总体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着手
实施了“点、线、面”相结合、“绿化、彩
化、香化、美化”相呼应的系列营林添
绿工程。

强化规划引领，合理布局、互联互
补，让绿意润城。该区巧妙结合城区
绿地现状，依托城区内山体、公园、水
系和道路骨架形成的景观格局，织就
了一张以储备林、交通门户、重要景观
节点为“点”，以水域线、交通线为

“线”，以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东山国
家森林公园和百里竹海风景名胜区为

“片”的“三片、八线、多点”覆盖全域的
“绿网”。

着重城乡统筹，妙手增绿、移步异
景，让绿廊绵延。随着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的号角吹响，国土绿化提升行动、
城市公园建设行动、人居环境整治工
程、河道整治工程等重点工作全面铺
展。

聚焦城区，实施公园绿化提档升

级、单位绿化和校园绿化、道路及重要
节点景观提升、建设彩色森林等城市
景观提升活动，构建“城在林中、街在
绿中、路在树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
的城市森林景观，从美化、香化、彩化
实现“三季有花、四季常绿”，让城市绿
化亮点纷呈。

着眼乡村，坚持山上抓提升、山下
抓延伸，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强化封山
育林、退耕还林、森林抚育等国土绿化
工作，加快推进乡镇、农村绿化进程，
重点抓好公共休闲绿地、街道、单位和
农舍庭院绿化、道路和水岸绿化，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自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新改建城
市绿地350万余平方米，城区绿化面
积达到711.83万平方米，城区绿化覆
盖率达到44.84%，提高了10.8%；累
计完成农村绿化89.02万亩，全区村
庄林木绿化率达到45.82%；林木覆盖
率达到49.43%，提高了4.2%。

守林护绿
茂林修竹筑起翠屏

惊蛰之后，重庆市气温持续上

升，梁平区的最高气温更是逼近
30℃，不少市民觉得“一秒入夏”。
灿烂的阳光为市民带来了出行好心
情，但也为森林火灾预防敲响了警
钟。

针对近期游客增多、林内可燃物
增多等实际情况，梁平区林业局在全
区范围开展森林火灾隐患专项行动，
安排了4个防火检查组深入各乡镇
（街道）、国有林场，旨在检查森林防火
工作情形，确保各项防火措施落实到
点到位。

“截至3月8日，我们已排查林区
80余处风险点，对各站点防火工作台
账、人员值班、护林员到岗到位以及防
火物资储备等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
据防火检查组检查员段斌介绍，近期，
全区还将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林区防
火巡查以及森林扑火集训和防灭火应
急演练，切实把各项防火措施落实落
细。

此次森林火灾隐患专项行动防
火检查组检查员很多都是林长。为
确保山林资源安全，仅2021年，该区
各级林长共计完成巡林 8000 余人
次。

筑牢生态屏障，厚植绿色沃土。
近年来，梁平区自觉强化“上游意识”、
担起“上游责任”，以全面推行林长制
为总抓手，建章立制、真抓实干、齐抓
共管，切实落实制度化管绿、系统化护
绿、多元化活绿，不断筑牢生态屏障，
推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
实。

巡山护林常态化是梁平全面落实
林长制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家储备林
项目重庆4个首批试点区县之一和松
材线虫病防治与马尾松林改培试点全
国唯一承接区县，梁平创新将国家储
备林建设与松材线虫病防治相结合，
同步整合天保护林员、林业有害生物
监测员等职能职责，优化网格护林员
队伍，助力打造稳定、健康、优质、高效
的森林生态系统。

2021 年，全面加强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有效防治有害生物面积23.2
万亩，防治率100%。集中除治清理
松林小班2065个，除治面积11.38万
亩，清理松疫木14万株，松材线虫病
疫情发生面积和病死松树持续“双下
降”。

全民享绿
人景和谐织就图景

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森
林湿地资源发展旅游康养产业，是森
林城市共创共享的真实写照。在首批

“中国森林氧吧”、“中国天然氧吧”“中
国特色竹乡”等金字招牌的牵引下，梦
溪湉园、墨林竹院、梁山驿等精品民宿
群得到长足发展，竹山镇、安胜镇、礼
让镇等实施“小微湿地+”实现精准转
型，2021年,全区接待旅游康养人次
400余万人次,实现生态旅游和森林
康养收人近25亿元。

执绿水青山之灯，照金山银山
之路。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中畅享
绿色福利的不仅仅是发展旅游的先
行者，更是每一位依林伴水的老百
姓。2021年，梁平全区兑付退耕还
林直补费 6300 万元、种苗造林费
1300万元；兑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金696万元，惠及全区25万余人；各
类特色经济林累计达53.58万亩，建
成产业基地44个；现有竹产品加工
销售企业、合作社 90余家，带动梁
平300余户林业大户，涉及近5万农
户增收。

共建森林家园，共享生态福利。
直接的经济收入是获得，林城相融、林
水相映、林路相依、人景和谐的城乡生
态画卷更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的直接来源。以森林公园、湿地公园、
风景名胜区等为依托，中华·梁平柚海
科普基地、三峡竹博园、双桂湖国家湿
地公园宣教中心和环湖小微湿地群丘
区湿地体验课堂等一批生态文化科普
宣传教育基地在都梁大地星点密布，
绿色不仅在山川大地蔓延，更在人们
的心中延展……

山一程水一程，最美是征程。
随着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指标的全面
达标，一个推窗见绿、出门赏景、起
步闻香的宜居宜业宜游梁平正乘风
而来。

张亚飞 王琳琳 黄伟

明月山·百里竹海一角 摄/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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