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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一山两水七分田”，是全国
粮食生产大区，是全市农产品主产区，
是重庆有名的鱼米之乡，有“巴蜀粮
仓”的美誉。

近年来，梁平区抢抓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
发展等重大机遇，以创建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总目标，积极融
入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守好粮食安全、耕
地保护、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三条底
线”，突破产业化程度不高、商品化程
度不高、品牌影响力不高、集体经济效
益不高“四大难关”，做优农业科技创
新、乡村建设、农村改革“三大亮点”，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稳住农业
基本盘，切实推动全区乡村振兴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

2021年，梁平区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达到95.6亿元，同比增长11%；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68元，
城乡居民收入比2.14，高于全国、全市
平均水平，居全市前列。

核 心 提 示

守好“三条底线”，扛起稳粮保供责任

4月15日，梁平区千年良田建设项目碧山镇施
工现场，几台挖掘机正在夯筑田埂、挖平田地。不远
处，一块十几亩大的水田已成型，细碎分散的“小块
田”变成了开阔平整的“大块田”。千年良田项目的
实施不仅能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还能大幅提高
土地利用率。

“筑牢‘三农’压舱石。”梁平区农业农村委负责
人介绍，作为重庆粮食生产大区，梁平始终将粮食安
全、耕地保护、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作为稳住农业基本
盘的底线任务，坚决扛稳粮食生产大区政治责任。

近年来，梁平区把“稳粮保供”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来抓，坚持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全面落实惠农政
策，加大财政支持保障，强化金融保险支撑，共同扛
起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政治责任。每年初与
各乡镇（街道）签订《粮食生猪蔬菜发展目标责任
书》，把生产任务细化到村到社区，落实到农户、到田
块。

2021年，梁平粮食面积和产量实现“双增长”，
分别达到97.5万亩、35.75万吨，较上年增长0.4%、
1.6%。

在耕地保护方面，梁平区完成市里下达的92.5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确保“良田粮用”，确保
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只增不减。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采取“长牙齿”的
硬措施。近年来，梁平通过复垦、土地整治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新增耕地2万余亩；查处违法占用耕地挖
塘建房67起，恢复耕地8000余平方米；退出草皮、牧
草用地2000余亩；开发利用闲置土地3000余亩，全
部用于粮食和蔬菜生产。

2022年，梁平区大力实施“千年良田”工程，打造
高标准农田。截至目前，全区先后建成高标准农田
近70万亩。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梁平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仍有部分村
（社区）的发展基础还不稳固，部分脱贫群众收入水
平仍然较低。梁平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

“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
定，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为此，梁平建立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1+
5+10+23”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机制，43名市管领导

“定点包干”33个乡镇（街道），选派84名优秀干部驻
乡驻村。

2021年，全区统筹安排各级财政衔接资金8494
万元，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展管护产业等
方面，推动脱贫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完成消费帮扶
1.13亿元，完成率达111.2%；累计为脱贫人口和监测
对象开发公益性岗位2158个。

突破四大难关，补齐乡村发展短板

去年底，全国推进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
“五大行动”暨规范用药启动仪式在梁平区礼让镇川
西渔村举行。据悉，该活动旨在加快推进水产养殖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直面自身优势和制约瓶颈。”梁平区农业农村
委负责人坦言，目前，梁平存在农业产业化程度不
高、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农业发展品牌影响力不
高、村集体经济效益不高四大难关。他表示，“必须
突破四大难关，补齐补强乡村产业发展短板和弱
项。”

如何突破产业化程度不高？梁平区做大做强

“粮猪菜”保供产业，提质增效“柚竹渔”特色产业，建
成千年良田、数谷农场、梁平柚海、龙溪渔歌、农业奥
特莱斯等农文商旅融合项目，加快提升农业产业化
水平，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据统计，梁平区发展“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8
个，“柚竹渔”特色产业产值突破40亿元，农业总产
值年均增长5.6%。

“做优做强农产品加工业，突破商品化程度不高
难关。”梁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梁平将绿色食品加
工作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着力培育产业链条长、产
品附加值高、市场竞争力强、品牌影响力大的农产品
精深加工企业，完善产地冷藏仓、冷藏运输车等物流
配套设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

目前，全区形成稻子、柚子、鸭子、竹子、豆子“五
子”资源加工产业集群，并获批重庆市50亿级农产
品加工业示范园区、重庆市特色产业化基地。2021
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产值实现140亿元。

为突破品牌影响力不高难关，叫响叫亮农业发
展名片，梁平着力抓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各项
工作，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水平稳步提升，“万石耕
春·丰味梁平”“梁平大米”“梁平柚”等区域公用品牌
影响力不断扩大。去年底，第二届“三峡杯重庆十大
好吃大米”评选结果揭晓，梁平冷沙寒香米、瑞丰香
米入选“重庆十大好吃大米”。

2021年，全区培育“二品一标”87个、重庆名牌
农产品13个、“巴味渝珍”授权63个、名特优新农产
品2个，食用农产品合格证覆盖率100%。

在突破集体经济效益不高难关上，梁平坚持完善
财政、金融、用地等支持措施，鼓励村集体盘活土地资
源、村集体经济组织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加强村集体
资产管理，通过产业带动、资源开发、服务创收、租赁
经营、项目拉动等形式，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2021年，梁平成立区级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
公司，规范管理全区村集体2亿元流动资金、18亿元
固定资产，全区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1.1亿元以
上，逐步消除了集体经济薄弱村。

做优三大亮点，再树乡村振兴典范

前不久，梁平区竹山镇猎神村在全市“寻找巴渝
乡村振兴榜样——2020重庆乡村振兴十大年度人
物、十大示范案例”评选活动中获评“2020重庆乡村
振兴十大示范案例”。

近年来，梁平持续做优农业科技创新、乡村建
设、农村改革三大亮点，“三农”领域捷报频传，培树
起一大批乡村振兴典范，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真抓
实干、攻坚克难，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信心。

“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
力。”梁平区科技局负责人表示，梁平以创建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总目标，强力推进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建设，加快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围绕水稻、生猪、蔬菜、柚子、渔业等产业，开展良种
良法配套、生产生态协调、信息化技术应用，给农业
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现在，梁平水稻良种覆盖率达99.8%，水稻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0.26%，居全市第一。与科研院
校合作，开展智慧农业建设，已建成重庆数谷农场，
初步建成“一站一院一基地”等项目、基地和试验站。

2021年，梁平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实施市、区
级农业科技项目80余项，建成农业科创平台20余
个，建成标准化水稻制种基地1万亩。

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梁平加快建设“一村一
景”“一村一韵”美丽乡村，建成42个市级美丽宜居

乡村，并获评全国首批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区。
据介绍，梁平“四好农村路”在全市率先实现行

政村通客率、行政组通达率100%；4G信号的覆盖
率、饮水安全达标率、场镇天然气覆盖率、电网升级
改造率和广播电视覆盖率均为100%；农村卫生厕所
普及率、垃圾治理覆盖率、生活污水治理率分别提高
到85%、100%、37.5%。

“改革是推进发展的关键一招。”近年来，梁平切
实用足用好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这块“金字招牌”，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机制创新、
制度变革，破解“三农”发展难题，激活乡村振兴内生
动力。

截至目前，全区182个村集体推行“三变”改革，
占比达到57%以上；社会化服务规模达30万亩以
上，节本增收1.2亿元；农村土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
盘活利用4万余平方米闲置宅基地，土地流转率达
51%。3项改革经验入选全国典型案例，获批宅基地
制度改革、社会化服务创新等5项全国试点。

张亚飞 刘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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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梁平 推动乡村振兴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梁平区电商达人在田园直播间销售梁平农特
产品。 摄/刘辉

重点实施5项工作
大力推动乡村振兴

今年梁平将按照“五个振兴”总要求，分层分
类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做好5项工作，确保梁平区
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继续走在全市前列，成
为全国先进。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将继续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
“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底线，并安排资金8000万元，重点支持脱贫
产业后续培育管护和乡村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将大力实施“千年良田”工程和种植业振兴行

动，集中连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宜机化改造，
坚决稳住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

做强特色高效农业
继续做大做强粮猪菜保供产业、提质增效“柚竹

渔”特色产业，提速百亿级粮油产业集群、百亿级
绿色食品加工示范区、东方希望百亿级生猪产业
链“三百亿”工程，建成鱼菜共生AI工厂，加快建
设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推进乡村建设
进一步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以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垃圾清理、村容村貌

整治提升、长效管护机制建立健全为重点，全面启
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深入开展“五
清理一活动”，分类有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2022年计划新改造户厕2000户，农村卫生厕所普
及率达86%以上。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推进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
善治格局。

加快推广清单制、积分制、数字化乡村治理等成
熟经验，强化典型引领、深化试点示范。

大力推进落实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自治、协
助政府、出具证明、负面事项“四张清单”，增强对
群众的激励和约束。

在50%以上的行政村（含涉农社区）推行乡村治
理积分制。

全面规范村级事务，规范村级财务委托代理制
度和公开制度。大力建设数字乡村。

链接

梁平区飞手操纵无人机在碧山镇川主村平整
好的田块上进行种子直播。 摄/刘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