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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的巫山县，
集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身。
近年来，巫山坚持把乡村振兴作为
发展的最大潜力，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打造现代特色效益农业、建设美
丽乡村、深化农业农村综合改革、推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全县
农业农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

2021年，巫山农业增加值达到
35.56亿元，增速达到8%。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511元，增
幅11.1%。

核 心 提 示

抓好耕地保护 全力确保粮食安全

暮春时节，行走在巫山乡村之间，随处可见农户
们挽着裤脚在田间插秧的劳作景象。由于地处渝东
北山区，海拔较高，这里的农时都来得稍晚一些。

巫山多山，耕作条件不占优势，并非粮食主产
区。但近年来，巫山坚持从国家安全高度抓实粮食
生产，做好农产品保供，压实“米袋子”“菜篮子”“肉
盘子”责任制，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供。

面对山高坡陡、土地零碎的现状，如何端稳“饭
碗”？巫山选择从闲置土地复耕、高标准农田建设切
题。

近年来，巫山扎实推进藏粮于地，积极复耕闲置
土地，并进一步压实乡镇耕地保护主体责任，将非农
建设等耕地“非农化”行为纳入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
核内容，目前全县复耕复种面积达到3012亩。就在
最近，龙溪镇向狮村的村民们就在村干部指导下，盘
活了近100亩土地，种上了各种蔬菜。

高标准农田建设也是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的关键举措。结合全县各乡镇耕地潜力和重点产业
分布的实际，巫山先后建成双龙白坪、安坪、兴凤，竹
贤福坪、石院，庙宇永安、南溪等多个农旅示范项目
区，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近28万亩。

通过这两项措施的实施，去年巫山粮食播种
83.02万亩，实现产量20.95万吨；种植油料20.3万亩，
实现产量2.14万吨；种植蔬菜16.84万亩，实现产量
28.86万吨。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提升至39.8%。

为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今年春耕期间，巫山县农
业农村委还组织成立了9个指导服务组包区包片开
展“春耕服务100天”专项行动，在全县20个乡镇开
展粮油单产攻关提升行动，带动全县粮油平衡增产。

截至目前，巫山已播种小春粮食作物27.93万
亩，油菜13.45万亩，蔬菜1.62万亩。接下来还将稳
步推进50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13.45万亩
油菜种植任务，做好大豆、油料扩种保供。

统一技术管护 提升特色产业质量

“杨君成，2598元。”
“刘远清，1500元。”
……
进入4月，柑橘销售进入尾声，4月18日，福田

镇松柏村松兰专业合作社65户村民迎来了首次分
红。

2016年，松柏村党支部书记肖裕兰牵头成立了
松柏村松兰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开荒地种柑橘。
在她的带动下，如今全村脆李、柑橘种植面积超过
4000亩。

走进果园，空气中弥漫着清淡的柑橘香。果园
里，不少村民正在忙着修枝。

“这两年水果品质明显提高了，卖价也比别人高
些！”肖裕兰高兴地说，近两年她通过外出观摩学习，
创建了一支由干部、党员、群众共20余名组成的社
会化管护服务队，对全村4000余亩果树进行全程技
术指导服务。效果很明显，今年松兰专业合作社700
亩柑橘产量36万斤，销售收入达到65万元，迎来了
大丰收。

松柏村的发展，是巫山县推动果园标准化管护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巫山持续发展壮大“1+3+2”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规模化种植脆李、柑橘、核桃、中药
材、烤烟等90万亩。为了实现产业发展稳中提质，
最近两年巫山大力推动果园标准化管护，探索创新
管护模式，开办9家社会化服务超市，试点推行托管、
半托管、代耕代管等模式，构建起巫山脆李1+10+N
技术骨干体系，培育脆李生产技术骨干近130人，柑
橘生产技术骨干120人，全面示范带动2500余人接
受了果树栽培技术培训。

期间，还依托“三变”改革，在曲尺乡龙洞、伍柏、
锁龙3个村，探索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柑橘、脆李
剪枝整形环节的社会化服务项目，通过农业生产性
服务为曲尺乡各村集体增加经营收入120余万元。

除此之外，巫山还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延伸农
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如脆李果脯、中药饮
片等。2018年，借助鲁渝合作，山东三嘉控股有限
公司投资5000万元在巫山建设巫峡粉丝厂，现年产
粉丝粉条6000吨，销售额8000万元，已成为巫山最
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截至2021年底，90万亩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产值达到38.1亿元。

人居环境改善 美丽乡村更宜居

产业兴旺了，环境还要美。
近年来，巫山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并于

去年启动人居环境整治“五年行动”，着力改善农村
面貌。

走进龙溪镇向狮村，街道虽不算宽但平坦干
净，屋前屋后花草茂盛，农具摆放整齐。走进村民
李苗国的家，厨房灶台上，碗碟瓢盆被统一收纳，
装在一个盆子里；洗脸架前，毛巾被整齐地挂在钉
子上，排成一排；厕所里，地面铺着瓷砖，冲水式蹲
便器干净卫生。“要不是我们老两口年纪大了，干
活不利索，不然屋头还能收拾得更干净些。”李苗
国说。

去年，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巫山分类推进农
村“厕所革命”，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1501户，
建好公厕24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8.33%；全面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立完善“五有”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处理体系，打造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9
个；完成农村生活污水管网升级改造10公里，实施
15个行政村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完成3个污水处理
设施技术改造升级，农村环境的脏、乱、差问题得到
持续改善。

“今年，我们将围绕乡村建设行动，持续加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抓紧实施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
工程，抓好农村厕所改造，把乡村振兴示范区、农村
人居环境改善示范区、农村厕所改造示范区和乡村
旅游有机结合，多种渠道实现农旅融合。”巫山县农
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创新治理模式 让乡村民风更和谐

时下，春耕尚在进行中。走进官渡镇杨林村，田
间地头不少村民在农忙之余还主动帮助其他村民解
决生产技术难题。他们就是杨林村农业科技服务队
的成员。

在杨林村，不止是农业科技服务队，还有金喇叭
宣传服务队、爱心捐赠救助队、农产品促销帮帮队、
法制教育调解队、庭院卫生督导队及人畜饮水管护

队。这7支队伍，以讲、救、帮、法、技、净、管为重心，
一成立就成为杨林村乡村治理的有力抓手。

杨林村主导产业为脆李，但许多村民在种植技
术、销售渠道上有所欠缺。去年，结合乡村治理模式
创新，杨林村系统梳理、分析村民日常生产生活普遍
存在的难题，探索出了“七队齐治”模式，成立7支队
伍，解决好群众关心的管水、治污、纠风等重点难点
问题，齐心推进乡村振兴。

不仅如此，杨林村去年还推出“扬家风、传家训、
立家规、请家长”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自我管理新办
法，在村里分别召开了46个姓氏692户的家风家训
讨论制定会26场次，推选了各姓氏的家长，拟定了
家训内容，并邀请书法家为村民现场书写了家训内
容，由各家各户悬挂中堂，自觉遵守。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
障。近年来，巫山县健全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
治、智治融合，村集体经济组织充分发展的“1+4+
1”乡村治理体系，以德治育新风、自治纠陋习、法
治治歪风，涌现出“十改四管”“四家共治”“七队齐
治”“幸福议事会”等治理新模式，让乡村焕发生机
活力。

如今，巫山“无事酒”劝停率达到99%，竹贤乡下
庄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院落整治、四家
共治、七队齐治”三治工作法被国家乡村振兴局推广。
张亚飞 王琳琳 图片除署名外由巫山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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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巫山 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

打造全国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示范区
巫山今年要做4件事

近年来，巫山县90万亩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效益日益彰显，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抓
手。但仍面临着抗风险能力弱、产业链不完善、规
模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农业产业效益未能完全释
放。为此，今年巫山将做好4项工作，推动农业产
业提档升级，做大做强，打造全国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示范区。

稳规模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逐步完善农业基础设

施，合理盘活使用闲置土地，因地制宜查漏补缺，
持续巩固“1+3+2”特色产业种植规模，确保特色
种植业面积稳定在90万亩，推动一产业综合产值
达到80亿元。

提品质
严格脆李、柑橘、核桃等产业苗木选植，确保

优势特色品种覆盖率达到95%。
探索创新管护模式，推广社会化服务，依托龙

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等新型经营主
体，采取产业托管、联合经营、股份分红等模式，实现
集中统一规范管护，优质管护率达到95%以上。

加强培训，并对培训课程、培训对象、授课人
员严格审核把关，确保培训实效。

围绕重点特色产业出台农业科技创新一揽子
政策，布局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推动农
业科技创新，持续提升“数字果园”入驻率。

延链条
抓好农产品精深加工，围绕重点特色产业加

大科研和招商力度，推进脆李酒、橙汁、罐头、果
脯、中药饮片、中成药等产品精深加工，新培育1
至2家农产品加工规上企业，培育1个以上市级农
产品加工示范企业，新增一批有核心技术、有生产
场地、有经营团队的农产品加工经营主体。

抓好农旅融合，实施乡村休闲旅游提档升级
计划，坚持个性化、特色化发展方向，以农耕文化
为魂、美丽田园为韵、生态农业为基，高质量办好
李花节、农民丰收节等活动，支持乡村民宿、农家
乐特色村建设。

强品牌
加大“两品一标”创建力度，唱响“巫山脆李”

“巫山恋橙”等特色品牌，提升巫山农副产品知名
度。加强与大型农业销售电商企业合作，引导电
商企业向边贸中心电商孵化大楼聚集，持续完善
农村电商物流，鼓励“多站合一”的乡镇客货邮综
合服务站、“一点多能”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
点，促进产销精准对接，进一步巩固拓展畅通销售
渠道，确保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卖得远。

链接

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巫山县铜鼓镇柳池村宛若
江南水乡。 摄/王忠虎

巫山恋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