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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城口 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示范县

城口，曾是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县、全市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2020年2月正式退出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彻底告别了延续
千年的绝对贫困。2021年 8月，
城口被确定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同年12月，城口县第十四
次党代会召开，大会明确提出建
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示范县目标，要坚
持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统揽经济社会发
展，落实好“一县一策”，抓实“五
大振兴”，全面推进“确保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提升有效衔接乡村
振兴发展水平和同步迈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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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创建国家5A级景区的城口亢家寨景区
摄/王荣

加快建设“产业兴旺、就业增收、
创业致富”的富裕乡村

正值春耕春播季节，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村
民深耕劳作的繁忙景象，明中乡的村民们正热火
朝天地在中药材种植基地播种独活育苗。

“我们家种植独活已经有五六年了，风险低、
效益高，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明中乡
金池村村民郭永玖说。

“我们按照‘一乡多品、多品一业’和‘名贵品
种+主打品种+一般品种’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
中药材产业，建设‘全县全域中药材种植示范
乡’。”明中乡相关负责人介绍，全乡的中药材品种
达到20多个，种植面积近2万亩，其中名贵品种太
白贝母达到200余亩，主打品种独活的种植面积
就超过了1万亩，已建成环山公路5000亩独活种
植示范带和四合200亩五味子种植基地，中药材
年产量达1500吨以上，农民销售收入达1000万
元以上、能带动户均增收6000元以上。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是实现农民
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基础。农业产业让
群众有干头、尝甜头、有奔头，进而激活了城口农
业农村发展的一池春水。

走进齐发养鸡场，一只只山地鸡在啄食，江学兵
和他的工人们正在运输刚孵化出来的山地鸡小鸡仔。

“我们的山地鸡跟外面卖的普通商品鸡很不
一样，口感细腻、味道醇香，营养价值都要高得
多。”庙坝镇养鸡大户江学兵提及自家养殖的山地
鸡眼里放着光。

这是江学兵到城口发展山地鸡养殖产业的第
18个年头。2004年，江学兵初到城口庙坝镇，偶
然品尝到山地鸡的独特风味，于是便萌生了养殖
山地鸡的念头，这一干就是十几年。如今，他的养
殖场规模不断扩大，他也成为了庙坝镇山地鸡养
殖产业的领军人物。

“我的养殖场去年养殖规模大概有5万羽，今
年到目前为止，就已经有2万羽了。”江学兵的山
地鸡养殖厂房有9个，他将孵化的小鸡仔卖给当
地农民，村民继续喂养至成熟后再卖到市场，这样
不仅促进了当地山地鸡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村
民实现增收致富。

“城口县境内山大沟深坡陡，耕地面积仅占
4.8%，有62.5%是25°以上的坡地，产业发展条件
有限。我们只有依靠资源禀赋，合理布局区域产
业，发展好特色产业。”城口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城
口将着力打造一批拳头品牌农产品，整合提升“城
口老腊肉”“鸡鸣贡茶”等知名品牌，加快做响“大
巴山硒谷”“大巴山药谷”“大巴山碳谷”。目前，已
有“三品一标”地理标志农产品98个，县级龙头企
业32家，其中市级龙头企业7家。

近年来，城口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
量兴农、绿色强农、品牌富农之路，围绕“一县一业、
一乡一特、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思路，探索发展现代
山地特色生态效益农业，精耕细作“两种两养”优势
特色产业，配套发展庭院经济和家庭产业，积极探索

“后备箱”经济，促进错位发展、特色竞争，让农业成
为有奔头的产业，实现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布局合理、便捷畅通、
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

环境就是民生。良好的人居环境，是人民群众
的热切期盼，是农村发展的宝贵财富，是乡情乡愁
的重要寄托。

“我们要趁这几天天气好，把房间收拾出来，该
洗的拿出来洗一洗，该晒的拿出来晒一晒，还有半
个月就是‘五一’节了，要提前做准备。”一场春雨过
后，天气放晴，彭绪桃的龙潭别院开始忙碌起来，购
买食材、打扫卫生、清点床位……

走进厚坪乡龙盘村，一栋栋独具特色的民宿映
入眼帘，磨盘石路、水车、荷花池、临江垂柳……

2017年，城口启动建设3个重点集群片区，厚
坪乡龙盘村旅游集群片区是其中之一，依托得天得
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气候，以及深厚的农耕文化底
蕴，着力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龙盘样板”。

“去年的毛收入有70多万元，每年要请10多个
周边村民在店里务工，他们每年也能拿到固定收入
2万多元。”彭绪桃说，得益于龙盘旅游集群片区的
快速发展，也让周边的村民都吃上了“旅游饭”。

目前，厚坪乡龙盘村旅游集群片区采取引进社
会资本投资和鼓励本地农户建设发展相结合的方
式，新建和改建森林人家 36户，接待能力已达
3000余人。新建成2.5公里的生态休闲河堤和1.6
公里的龙盘谷避暑观光休闲步道，旅游产业发展基
础逐步夯实。

“原来破旧的泥土房瞧都没人瞧一眼，如今却
成了网红打卡点，好多游客专门过来拍照、拍抖音
短视频，也带动了我们黄金村的乡村旅游发展。”东
安镇黄金村党支部书记陈尚艮介绍，黄金村集体经
济组织利用试点资金收购村民3栋闲置土坯房，进
行升级改造，目前黄金一号院、黄金二号院均已升
级改造完成并投入使用。

“老旧房改造盘活了农村闲置资产，促进了乡

村旅游的发展，为集体经济组织创造了收益。我们
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引入市场主体合股联营，每年向
集体经济组织分红，让乡村旅游成为村民增收致富
的金饭碗。”陈尚艮说。

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故土乡愁是城口乡村
建设的一大特色，传统村落、农耕文化、乡土风味
……给予游客误入“桃花源”、走进“田园诗篇”之
感，让人流连忘返。

当前，高速公路今年将实现县城通车，高铁也
将启动建设，城口立足美丽乡村建设，加快推进重
点景区和乡村旅游集群片区建设，亢家寨国家5A
级景区和亢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项目推进顺利，已
进入试运行阶段。岚天岚溪、厚坪龙盘等4个乡村
旅游集群片区全面运营，河鱼两扇门集群片区30
余家高端民宿已逐步投放市场，双河八台天寨集群
片区启动建设，全县大巴山森林人家达到2000户、
床位23000张。

加快建设“山清水秀、诗意丰沛、
绿色低碳”的生态乡村

农村生态环境好了，土地就会长出“金元宝”，
生态就会变成“摇钱树”，田园风光、湖光山色、秀美
乡村就可以成为“聚宝盆”。

“去年，城口县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曲茎
石斛。曲茎石斛生长极其不易，不要看它不起眼，
却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重庆裕品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驻厚坪乡石斛种植基地负责人罗洪说。

石斛产量稀少，野生石斛更是难得，是名贵的
中药材。厚坪乡依山傍水，漫山遍野的青冈树、松
树，都为喜温不耐寒的石斛创造了极好的生长条
件。

生态是城口最靓的底色、最大的优势。城口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气候经济、山
上经济、水中经济、林下经济，让好生态变成好产
品、产生好价值。

自城口发现石斛这一珍稀植物后，与重庆裕品
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合作，探索建立石斛种植
基地，石斛种植也成为厚坪乡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
项目之一。

“我们流转农户的土地，按耕地每亩700元、林
地每亩50元进行补偿。同时，鼓励当地村民在种
植基地务工，参与集体经济分工，这样既降低了公
司的经营成本，也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厚
坪乡相关负责人说。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城口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实现生
态价值最大化、最优化。

“我乡的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林间有水、水
旁有村、村中有林。”河鱼乡相关负责人介绍，河鱼
乡大力发展林下种养，因地制宜推广林药、林禽、林
蜂，做强山地鸡、中药材、中蜂、干果“4+N”特色农
产品名片。

“近年来，我们在荒山荒地、河边路旁等区域种
植柳树、柿子树等16000余棵，依托造林绿化和植
被修复，已完成绿化140余亩，全面开展林业综合
改革先行先试，助力乡村振兴。”城口县林业局相关
负责人说。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城口始终把保
护生态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学好用好“两山论”、
走深走实“两化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厚植绿色本底。

当前，城口在全市首批推进国家储备林建设
中，完成收储37.5万亩，完成已关闭矿山生态修复
22亩，全面落实“林长制”“河长制”“路长制”，深入

实施国土绿化提升行动，完成国土绿化13.5万亩，
全县森林面积达到 358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72.5%，位居全市第一。

加快建设“治理有效、管理有力、
平安稳定”的和谐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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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城口在不断探索中
给出答案。

“羊耳坝、羊耳坝，穷山恶水鬼都怕，松油灯下
补鞋袜，媳妇没脸回娘家。”“山青青、水上村，唱着
山歌采山珍，辛福生活感党恩，八旬老翁少年心。”
走进龙田乡联丰村下坝移民点，明黄色墙体上的两
段民谣分外夺目，它们被命名为“昨日苦脸”与“今
日笑颜”，这也是龙田乡联丰村基层治理的有效印
证。

“老郭，明天上午10点，我们组织志愿者去河
坝捡垃圾哟。”“好的，一定准时到。”刚吃过午饭，老
党员郭庭刚便接到联丰村第一书记蒋军军的电话，
让他组织附近村民参加河道清理志愿服务。郭庭
刚挂完电话就挨家挨户通知，不到半个小时，十几
户人家全部通知到位，没有一户不愿参加。

郭庭刚不是村干部也不是社长，与周边大多数
群众唯一不同的便是他是一名老党员。为何他有
这般号召力？这就是联丰村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
治理带来的成效。

“我们村的每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全村
一共有39名党员。”蒋军军介绍，联丰村以村委会
为阵地，让全体农村党员“双亮三联四认领”，全村
39名党员全部亮身份、亮承诺，自觉接受村民监
督。同时，为每一名党员设岗定责，16名家庭条件
较好的农村党员结对帮扶75户条件落后农户，认
领农村政策宣讲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环境卫生管
理员、重大事项监督员，通过这些党员的示范引领，
把全村拧成一股绳。

“姐妹们，下午我们把手头的活路忙完就一起
去敬老院看看哟。”河鱼乡河鱼社区妇联主席陈天
容在“妇女微家”微信群里发起号召。

“因为城口县是劳务输出大县，普遍是妇女、儿
童、老人常年居住在家，在过去河鱼乡开展的基层社
会治理各项活动中，发现参与者大多为留守在家的女
性和老人。”河鱼乡相关负责人介绍，创新建立“妇女
微家”平台，以“微家微信群”为纽带，通知各项事宜到
村民，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给予村民文明积分，吸引
了全乡上到70余岁老人下至几岁孩童共同参与。

“‘妇女微家’让河鱼乡很多留守妇女走下了牌
桌、走出了家门，主动参与社会自治，积极为乡村发
展建言献策，参与各项文体活动，为乡村治理做出
了很大贡献。”河鱼乡相关负责人说。

乡村治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龙田乡、
河鱼乡的乡村治理案例是城口“党建+三治”乡村
治理体系实践中的缩影。此外，“一村一警”“一村
一法律顾问”“一街镇一法官”等工作机制，也有效
推进了城口乡村法治建设。

“小村规”撬动“大治理”，“小积分”成为“大账
本”……近年来，城口巧妙运用一系列乡村善治之
法，统筹推进党建、平安、法治、精神文明建设，深化
网格化治理，连续11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发
生，获得首批“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称号。持续深
化“枫桥经验”城口实践，逐步让群众从“治身”到

“润心”，从“旁观者”到“主人翁”形成转变，城口的
乡村正焕发着无限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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