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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季家镇是大足的一个“偏远镇”，但却因一根
数字线，与城区融为一体。

“目前，数字乡村正在走进我们的乡村治理
中。”季家镇相关负责人说，通过“互联网+”信息
技术应用，打造平安季家智慧云平台、智慧农业
平台、智慧服务平台，推动数字季家、美丽季家、
幸福季家建设有效融合。

以正在建设的季家平安监控“1+7+N”联动
平台为例。该联动平台设置了1个镇级监控指挥
大屏，7个村级监控分屏，以智能摄像机为终端，
在农户小平台实现应设尽设，实现了镇、村、农户
三屏信息互通、互融，做到了镇、村、农户三级联
防联控联动。

目前，已在特色产业基地、农村院坝、公共场
所、文化广场、路口卡点等重点部位、重要区域安
装了1000余路平安监控，其中孤寡老人、残疾
人、留守儿童等困难群体率先实现平安监控到
家。

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季家还打造起智慧农业
平台，已初步建成智能化生产平台，实现了土壤、
气象预警、虫情智能监控、溯源管理、实时告警；
利用数字监控平台，将镇里的水库、河流、农村人
居环境、生态林等纳入监测范围。同时，还打造
起智慧服务、智慧党建、智慧政务等乡村治理数
字平台。

石刻文化公园新城呼之欲出

大足“未来城市封面”的一座新城呼之欲出。
在去年底召开的大足区第三次党代会上，作

出了以高铁大足石刻站为基点，规划建设核心区
约5平方公里、拓展区约28平方公里的大足石刻
文化公园新城的部署后，大足区相关部门已全面
展开了规划和前期准备工作。

据介绍，这公园新城建设将构建自然生态公
园、风景名胜区公园、郊野公园、城市公园4大类
共计77处全域公园体系。其中将结合巴岳山、
西部丘陵地区建设2处以生态保育为主的自然生
态公园；结合大足石刻五山，打造5处以“石刻文
化”为核心的风景名胜区公园；依托城镇周边人
文、山水、农业产业资源集聚的区域，打造18处
郊野公园，打造展现大足文化的田园画卷；在中
心城区建设52处城市公园。

与此同时，这“大足石刻文化公园城市”将结
合全域自然山体、水系、公路，构建“两横两环四
连线”的全域绿道网，全长共400公里，串联起各
类公园、城镇、景区、产业功能区。

目前，已形成了大足城市文化价值系统研究
及大足石刻文化公园新城整体概念性策划方案，
正开展大足石刻文化公园新城城市设计国际方
案的征集，并力争新城建设“三年出形象，五年大
变样”。

进入新征程的大足，迈出了新
步伐——城乡融合发展示范。

“在城市提升上成为示范，在
乡村振兴上成为示范，在城乡一体
的融合上成为示范。”大足区委相
关负责人说，大足区的城乡融合示
范建设，最大动力在“城市”，最大
潜力在“乡村”，关键路径在“融
合”，最终目标在“示范”。

城市提升、乡村振兴、城乡一
体化的融合，是大足在城乡融合发
展上的着力点，也是先行示范的基
础。

核 心 提 示

城市提升——
围绕“四化”、提升品质，突出石刻文化特色

围绕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建成“双
70”城市，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这是大足区未来
5年要达到的城市提升建设目标。

围绕“四化”进行城市提升，其着重点在两方面：
一是老城区的品质提升；二是突出大足的“唯一”，以
石刻文化为内涵的新城建设。

“危旧房改造让我们住上了新房。”大足棠香街
道龙岗东路与海棠路交汇处西南角的116户居民，
搬出危旧房，住进了各类设施配套齐全的新房后，喜
笑颜开。

城市有机更新，开始让大足这座老县城展现出
新容颜。目前，全区已累计整治老旧小区239个，完
成棚户区改造83.84万平方米。

占地1300亩的香国公园，是大足展现国际化的
作品。这座获得“重庆最美公园”“市民口碑奖”双重
荣誉的公园，也是大足在提升城市品质，推动城景融
合发展中的力作。

以公园建设为主为城市添绿，是大足城市品质
提升的显著特色。近年来，大足已高品质建成集休
闲健身、文化旅游功能为一体的城市慢行步道系统，
建成北山步道，濑溪河景观步道和棠香人家步道，以
及香国公园、圣迹公园、海棠湖公园、西禅体育公园、
海棠四季广场等一批公园广场；完成石刻大道、龙棠
大道等城市干道景观绿化59公里，建区以来新增城
市公共绿地622.7万平方米。

在提升城市品质中，大足充分运用海绵城市
“渗、滞、蓄、净、用、排”的建设理念，已建成海绵城市
8.40平方公里，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38.47％。

在老城区功能完善上，体育运动中心、城市综合
展览馆、图书馆、文化馆、市民中心等“三馆一中心”
已建成投用；吾悦广场、大融城等知名商业综合体已
建成投用；城南东序学校、龙水湖育才中学已建成投
用，大足中学、职教中心顺利改扩建；区第三人民医
院、区中医院综合楼、区妇幼保健院住院部建成投
用；新建公共停车场20个，新、改建城区公厕34座，
提档升级农贸市场10个，市容市貌环境得到显著提
升。

聚焦新城建设，大足正在规划设计、并将启动建
设规划核心区5平方公里，拓展区28平方公里的大
足石刻文化公园新城。“这将是未来几年大足城市建
设的重中之重和主战场。”大足区委负责人说。

乡村振兴——
拓功能、挖价值，打造乡村特色产业高地

乡村振兴的示范如何体现？大足区相关负责人
的答案是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的多元价
值，重点在打造乡村特色产业高地上进行示范。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近年来，大足深
入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发展起粮油丰收、农旅融
合、功能多元的乡村特色产业，为做好乡村振兴示范
探索了路径。

拾万镇的重庆隆平五彩田园景区，就是大足拓
展农业多种功能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成功典范。这
个由袁隆平院士亲笔题名，全国唯一一个以他名字

命名的景区，是从粮油生产中拓展出来的乡村旅游
景区，围绕优质富硒粮油产业，打造集“高科农业、休
闲观光、科普研学”为一体的农旅文商融合田园综合
体。目前，这一综合体已建成稻油轮作基地500亩，
五彩农庄320亩，建有生态餐厅、旅游厕所、生态停
车场、观景台等旅游配套设施，打造了4000平方米
墙绘、2400米彩色步道、袁隆平卡通头像、大蚂蚁等
文化景观，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
中心也落户其中。

大足黑山羊，是大足从乡村挖掘出来的一大价
值。这一经过长期繁衍与自然封闭选育形成，饲养
历史超过百年的大足黑山羊，其优良特性被西南大
学的张家骅教授发现后，通过持续开展选种保育和
产业化发展，现已建成国家级和市级保种场各1个，
各类扩繁（场）户700余户。2021年存栏17.7万只
出栏22.5万只，成为大足一项特色产业。

目前，大足黑山羊已注册地理标志商标，被评为
“重庆市著名商标”；建成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区；审定
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并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
源保护名录》；荣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其传统
养殖系统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这一挖掘出来的乡村价值，将发展为一项主导
特色产业。大足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
2026年末，全区将新建或扩建大足黑山羊保种场2
个、核心育种场10个、扩繁场（户）200个，生产种羊
40万只，联动川渝共建年产200万只山羊产业集
群。培育屠宰深加工龙头企业5家，发展餐饮及连
锁店、代理点150家以上。力争创建“中国驰名商
标”，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入国家储备
库。实现一产产值8亿元以上，综合产值20亿元以
上。

拓功能挖价值，大足在乡村振兴中的特色产业
高地已具雏形。

城乡融合——
多元化、多层面，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融合的示范，最终落脚点在城乡一体化的
发展。

大足区回龙镇幸福村的哈佳夫妻俩，长期在外
打工。当看到家乡的公路与城市连为一体后，返乡
流转了500亩土地，种植黄秋葵。目前，夫妻俩种植
的黄秋葵年产量达500余吨，都顺畅地运往重庆中
心城区多个农贸市场和超市，销售已不成问题。

主干道、支干道和毛细血管的村组公路，已将大足
的城乡交通融为一体。据介绍，过去5年，大足全区新、
改建“四好农村路”2388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到
3347公里，村民小组通达率、通畅率均达到100%。

如今，大足城乡一体化的交通建设，正在向产业
路延伸。高坪镇正在打造的“两横两纵双环”旅游公
路示范工程，串联一足踏三界、珍稀楠木林、生态养
鱼区、药材种植园、百年高峰寺等自然、农业、人文景
观；宝顶山石刻景区至龙水湖、棠乡人家、老家·观音
岩、原乡·荷花村、罗庄·荷花山庄、拾万五彩田园、雍
溪天华花卉、跃进湖环湖路、石篆山佛新路等旅游公
路100余公里的改造工程，串联起“三山”“五湖”，实
现路与路、路与景的深度融合。

融合发展，开始从多方面促进大足的城乡一体

化发展。正在实施的“十里荷塘·山湾时光”城乡融
合发展项目，依托大足石刻世遗文化符号，产城景融
合发展，规划面积1万亩，通过城乡一体的道路景观
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大足太空荷莲、香国海棠景
观、乡村旅游等产业，做到景中有城、城中有景、城景
互动。目前，这一项目中已建成了大足乡村振兴会
客厅、成渝双城荷莲农旅发展交流中心等。

城乡融合，正在加快大足多元化、多层面的城乡
一体化发展。

罗晶 刘茂娇
图片除署名外由大足区委宣传部提供

拾
万
镇
长
虹
村
隆
平
五
彩
田
园

链接

海棠新城拓容，城市功能逐步提升 摄/黄舒

大足 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先行示范

龙水镇盐河村雷竹基地广布产业路 摄/瞿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