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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新农村

蜿蜒流经社区的凫溪河，从空中俯瞰的确如同一条
“龙”。这条小河还串起了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第四
任国家主席杨尚昆旧居“四知堂”和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第
一任书记杨闇公旧居（“邮政大院”），有西南地区保存最完
好的清代、民国建筑物杨氏民居、兴隆街大院、将军楼等景
点，有双江莲箫、车车灯等非遗文化。依托丰富的红色资
源，2021年6月，金龙社区被中组部确定为红色美丽村庄
试点。

人勤春早。2月1日，渝遂高速公路上车来车往，离潼
南双江出口约1公里的金龙社区，向人们展开一幅山水田
园美丽画卷。当天，由市委宣传部组织的“新重庆新农村”
主题采访组来到这里时，重庆晨报记者还能感受到浓浓的
年味儿，不少农家院落门前挂着喜庆的大红福字，据了解，
春节期间，社区的民宿、乡村火锅店生意异常火爆，共享菜
园里的新鲜蔬菜长势喜人……

“他是潼南人，知道我从小就喜欢画画，特别喜爱有山
有水的田园生活。”在深圳从事贸易十多年的王芳去年经合
伙人王亮的介绍，来到金龙社区开起了画室。说起与金龙

“结缘”，王芳至今觉得十分奇妙，“第一次来就决定留下来
了，环境特别漂亮，房子也是现成的，真的很方便。”王芳的

“半山书屋”是金龙社区发展农旅融合的一个缩影，一年来，
在社区干部的努力下，一栋栋闲置农房被统一回收、修缮，
再由集体租赁给来社区创业的“异乡人”，陆续形成了“归心
柴窑”“野炊火锅”“共享农庄”等一个个特别受到年轻游客
喜爱的网红“打卡点”，极大地丰富了当地旅游业态。

“从这里走到四知堂，只要十多分钟。”清华大学法学硕
士肖琪是去年毕业后来到社区挂职的，她的清华校友还包
括经管学院毕业的张升平，在社区负责花椒基地管护和镇
里的产业开发。

社区驻村第一书记曹江波说，在社区干部队伍中，配备
了两名“清华人”，为班子带来强大的活力。他是2021年从
区人大预算工委选派到村的，来到这里后，社区所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统一党员的思想。于是，他们将社区的65名党员
全部集中起来，召开“坝坝会”集思广益，在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的过程中，社区发展定位逐渐清晰——依托红色文化
资源，紧扣“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的主题，做好“红”“绿”
两篇文章，通过规范基层党组织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发展
特色农业产业等多个方面，打造金龙社区全新面貌，构建全
域农文旅发展新格局。

之后，社区接连召开了包括居民组长在内的联席会议，
会议商议了发展集体经济、改善村容村貌、人居环境整治、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案，在驻村第一书记、社区“两委”、党员
干部的共同努力下，400亩蔬菜基地、800亩花椒基地陆续
建成、喜获丰收，“蔡家院子”“李家院子”统一风貌，“仿古
砖、琉璃瓦、稻草漆”，社区上下焕然一新，“我们还将打造全
新的党建阵地——党群服务中心，配备多功能办事大厅、文
体活动室、农家书屋、妇女儿童之家、乡情馆等等，成为村里
党员开展活动的阵地，拉进和群众之间的距离。”

组织兴才会产业强，除了选派第一书记、配备两名清华
大学毕业高才生外，通过双江镇党委调配，社区干部的平均
年龄降低了近3岁，文化程度也大幅度提升，“两委”班子抓
发展的能力大大增强。短短一年时间，金龙社区发生了巨
大变化，特别令人高兴的是，通过打造旅游载体，在以“农”
为主业的带动下，乡村旅游迅速升温，为业主、村民带来增
收的“定心丸”，“我们还将继续完善配套设施，迎接油菜花
开时不断增长的游客数量。”

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明月山下揽盛景，小桥流水绕农家。立春时节，走进
垫江县沙坪镇毕桥村，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这里不是公
园却胜似公园，一片片农田里栽满了蔬菜苗木，一条条乡
村路四通八达直通家门口，一个个古朴的院落里，漂亮的
农家小楼错落有致。这便是垫江县沙坪镇毕桥村最真实
的模样——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作为垫江县乡村振兴示范区的核心区，沙坪镇毕桥
村距垫江县城9公里，每年春季油菜花盛开，这里是一片
金色的海洋；盛夏时节，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稻又铺满田野
与村落，是全国水稻制种试验基地，“金色花海，稻香毕
桥”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品牌。此外，毕桥村还曾荣
获“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和“中国最美乡村”的称号。

2月3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新重庆新农村”
主题宣传媒体报道组，来到毕桥村，这样一个中国最美休
闲乡村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虽然现在并不是我们毕桥最美的季节，但是在刚刚
过去的春节假期，我们箩篼湾的乡村游却让乡亲们挣了不
少钱！”毕桥村党总支书记章开明满脸笑容地告诉记者。

毕桥村幅员面积1.8平方公里，下辖5个村民小组
702户2385人，其中，常住人口1534人。曾经，村里外出
返乡成功人士多、外出务工人员多、外来观光人员多、村
民纠纷矛盾多，“四多”状况让群众价值观受到冲击。村
民参与村级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抱有“各扫门前
雪”“事不关己”的心态，时常因道路、公益设施建设而引
发利益争执。对种粮直补、农村危旧房改造、低保等惠民
政策“不患寡而患不均”，产生各种误会和矛盾，守望相助
的邻里关系逐渐淡化，一度成为困扰毕桥村推进乡村振
兴建设的“拦路虎”。

为了激发村民参与“建毕桥、兴毕桥、爱毕桥”的自觉
性、积极性，做大全村大事同思考、难事共商量、要事齐出
力。毕桥村在垫江县和沙坪镇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以
党建引领为核心，探索搭建镇村之间、党群之间、干群之
间、邻里之间的“连心桥”，并创新推出议事协商委员会、
村规民约积分制、“四民”工作法、老黄说理堂等一系列的
乡村基层治理新做法。

近年来，毕桥村以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为契机，搭建
“幸福连心桥”，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有效激发群众的内生
动力，形成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让村子美起来，产
业强起来，村民富起来，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全村
700多户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一年胜过一年。

箩篼鸡农家乐的老板尹洪达介绍，从腊八节开始一
直到春节，他们农家乐的20多张桌子一直没空过，城里
人络绎不绝前来品尝刨猪汤、团年饭的乡土年味，虽然一
家大小忙得团团转，但短短一个月就挣了十万元。云乡
愁民宿的老板卢云也说春节期间，他们民宿8个房间天
天爆满，没提前预订根本入住不了，许多客人干脆就选择
到有接待能力的农户家入住，主要是想体验杀年猪、推汤
圆、放烟火、下地采摘蔬菜等年俗和农村生活。

如今的毕桥村，乡间道路四通八达，基础设施完善规
范，一幢幢白墙青瓦的农家院子流水环绕，处处氤氲着浓
浓的乡愁。下一步，毕桥村重点抓好优质农业、研学教
育、乡村旅游、民宿康养等四大支柱产业融合发展。

毕桥村的发展和探索，正是垫江县乡村基层治理的
一次创新实践。

如今，放眼明月山下垫江这片充满希望的沃土，乡村
更美了，产业兴旺了，村民富裕了，乡村振兴的梦想正在
脚踏实地的探索与实践中一步步成为现实。

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硅谷，科技创新的一个符号。2023年起，永川区将
每年的1月11日确定为“永川人才日”，做深做实人才

“引育用留”四大环节，该区正在努力成为包括乡村振兴
等各类人才汇集的“高地”“硅谷”。

乡村振兴，离不开各类人才、能人。2月1日，由市委
宣传部组织的“新重庆新农村”主题宣传报道组来到永
川，重庆晨报记者从多个维度与视角观察农业“硅谷”人
才深入田间地头助力乡村振兴的场景——与西南大学联
手成立的永川梨科技小院已有两名专业研究生常驻黄瓜
山村，常态化巡回为果农提供家门口的咨询服务；重庆农
田宜机化改造专家工作室成员周元贵为大足、铜梁、荣
昌、垫江、梁平、酉阳等区县培训农机操作手（实训）200
余名，成为永川区名符其实的农机技术土专家和操作能
手；此外，遵循“把学院建在乡野之中，把专业建在产业之
上，把课堂放在田间地头”的办学思路，重庆文理学院建
成全市本科高校第一个乡村振兴学院，重庆科创学院和
黄瓜山村合作建立重庆市乡村人才驿站，永川通过搭建
专家服务基地、研究院、学院三级平台，为乡村人才搭建
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立交桥”，建立起校地乡村人
才培养培训共同体……乡村振兴的春天正在温暖人心。

2月1日下午3点过，记者驱车来到永川黄瓜山梨香寨
时，沿途空气清新，进入寨门就开始享受“景区”风光了，半
年前成立的科技小院就在这里。来到梨园，西南大学杨宇
衡、王沛两位专家正带着学生李明奇与何墨馨在查看梨树
长势。“梨树下的绿肥要再种植一些，这些植物以后可以成
为梨树最佳的肥料，从而减少化肥的施用。”王沛说，黄瓜
山上的梨树生长多年，结出的梨子无论是从口感还是从品
质上看，都慢慢难以适应人们的口味了，产量也没有达到
理想的水平；专家提出的初步方案是从源头抓起。

“我们的理念是农业生产全程绿色化，包括病虫害防
治、肥料施用、授粉等操作都需要转变模式。”王沛举例
说，通过无人机授粉，施肥改施化肥为有机肥，在整个作
业链条与环节上都需要来一场“革命”，才能让人们找回
真正的“梨味儿”。

“市面上一些梨子从外观上看个头儿大，吃起来一点
也不好吃。”站在一旁的重庆梨杏湾负责人许秀波说，如
果通过催的方式，是“催”不出好味道的。有竞争力的梨
子才能卖得好价钱，才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他是永川
人，来黄瓜山村成立的梨杏湾有200多亩果园，科技小院
依托他的果园基地成立，服务于整个黄瓜山村的果农。

人才振兴作为乡村振兴重要一环，在永川茶产业上
体现得也非常明显。目前，永川现有茶叶面积11.1万亩，
产量8500吨，产值10.78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近40亿元，
其产量、产值居重庆市同行业第一。永川秀芽由市农业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1959年研制生产，2004年获国家发
明专利，2011年，被确定为地理商标，在国际国内名优茶
评比中获奖50余次。该所副所长徐泽作为重庆英才、重
庆特色效益农业茶叶产业技术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她提
出了将“永川秀芽”品牌作为全市的公用品牌来打造，逐
渐让“永川秀芽”品牌价值凸显出来。

此外，永川依托西部职教基地院校资源优势，探索校
地深度合作新模式,目前，已定向培养乡村全科教师
1038人；选派1000余名大学生到偏远地区农村中小学
顶岗支教；举办全市新任驻村第一书记培训示范班等各
类乡村振兴相关培训3000余人次；输送毕业生到农村一
线近400人，带动6000余户群众脱贫奔小康，助力地方
产业增收近百亿元。 重庆晨报记者 禄兴明 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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