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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黍金黄，瓜果飘香，沃野田畴尽是

丰收景象。

近日，大足区高升镇2000余亩高标

准 农田上，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

机械轰鸣间。

今年是这片高标准农田投入后的第一

个丰收年，不少村民纷纷前来购买稻 谷，

想要尝一尝这第一口“新米”的滋味。

今年，大足区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稳

定 在93.36万亩、产量42.39万吨。

应农时、忙农事、享丰年，农民朋友们

又迎来了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大足，大丰大足、丰衣足食之意。过去

一年，大足区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

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持续推进城乡

融合，呈现出农业稳产增产、农村稳定安

宁、农民稳步增收的良好态势，由南至北、

由东往西，处处是丰收的喜悦。

有产才能富民，有业才能兴家。

初秋时节，在棠香街道和平村，1200

亩水稻喜迎丰收，其中，300亩鱼稻共生田

更是奏响双丰收的动人乐章。

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在和平村，

“稻+”产业不仅让村民可以得到每亩700

元的土地租金，还可以在年底得到相应分

红。相较于传统水稻种植而言，鱼稻共生

每亩可以增加收入2000元左右。

特色既是一方水土的独有标识，也是

农业产业实现差异化发展、提高市场竞争

力的内在优势。

过去一年，大足区粮食产量超过42.4

万吨，成功获评全国油菜单产提升整建制

推进县。

大足黑山羊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建成

全国首栋万头立体羊舍。稻虾稻鱼面积达

到5.1万亩，冬菜种植面积达到3.2万亩。

三驱镇入选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全区实现农业总产值114亿元、增长

7%，农业增加值77.2亿元、增长5%。

清风微拂、绿水击岸、山水灵秀、风光

旖旎，大足的农村美景，让人流连忘返。

大足区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小镇焕新”“岸上能看景、下河能游泳”

三项五年行动计划，推行一套农房建设管

控导则，新建“四好农村路”100公里，整治

提升农村旧房1028户、改厕5000户，完成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123项，全区河流国控

市控断面总体达标。成功创建全市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3个。

“过去河沟里淤泥、垃圾、杂物多得很，

还散发着臭味，村民们都绕着走。如今实

现了大转变，水变清澈了，臭味没有了。真

没想到，困扰这么久的问题这么快就解决

了！”近日，提起家门口的变化，拾万镇长虹

村村民向开友满意地说道。

因此，长虹村获评2023年巴蜀美丽庭

院示范片。

昔日的“臭水沟”变“靓水湾”，得益于

大足区开展的黑臭水体集中整治行动。

近年来，大足区共排查出农村黑臭水

体77条，总面积6.5万平方米。通过集中

整治，目前已建成小微湿地7个，新建污水

管网4.3公里，内源清淤2.5万立方米，生

态修复1.5万平方米，完成农村黑臭水体整

治55条、3.2万平方米，其中31条已通过

市级验收、市级管控14条全部清零，受益

群众达4.6万余人。

广袤的农村大地，纷纷按下“美颜键”，

增“颜值”，提“气质”，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发展什么样的特

色产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千方百计拓

宽村民增收致富路。

大足区季家镇梯子村，科技感十足的

羊舍里“住着”1000余头大足黑山羊。

今年，梯子村村集体种植了30亩玉米

青贮，村民合计种植了80余亩玉米青贮，

大多被黑山羊吃下了肚。计算下来，村民

平均每亩种植玉米和销售青贮，可获得收

益900元左右。

在大足，村民在周边就近就业，一份地

拿多份钱的案例并不少。

一组数据可以证明：大足区培优扶强

国家级农民合作示范社17个、市级示范社

67个，2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升规”，乡

村旅游实现综合收入53.8亿元。

全区涉农村（社区）平均经营收入66.9

万元、增长199%，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5万元以下村（社区）实现“清零”，10万元

以上达98.8%，全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7%左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改革始终是重要法宝。

大足区创新实施农村“五合一”综合改

革试点，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

藩篱，充分激发了农业农村发展新活力，为

乡村振兴提供了保障。建设高标准农田

11万亩，6个试点村新增耕地390亩、腾退

宅基地71亩，变“土地存量”为“发展增

量”。

农村“三变”改革试点覆盖率超65%，

财政补助3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全部完成

股权化改革。

此外，投入资金1.72亿元、建设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项目 175个，脱贫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17261元、增长13.8%，无一人返贫致

贫。

深化“大丰大足·共享共富”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行动，带动600余家龙头企业、农

村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等抱团发展。

扎实推进数字重庆建设，构建“141”

基层智治体系，打通党建统领网格治理“最

后一公里”。

高升镇旭光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金山镇《推出暖心举措 治理高额彩礼》

列入全国“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

一系列惠民生、暖民心的政策，逐步补

上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在此基础上，逐步

形成了稻田观光、休闲垂钓、共享菜园、科

普研学、乡村露营、乡村美食等休闲、旅游、

研学业态，不断拓宽着大足农业文旅，勾勒

出大丰大足的锦绣蓝图。

在这个庆祝丰收的节日里丰收节里话

重农强农惠农富农，就是要与农民朋友们

共庆节日、共迎收获、共享美好，我们也相

信，保持重农强农的基调不变、惠农富农的

力度不减，“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

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让农民群众可感可

及、得到实惠”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新渝报记者 陈 龙 张艳男

据《新渝报》

大丰大足 和美乡村
——“丰收节”里话丰收

綦江日报讯（特约通讯员 湛江涛 文/图）近

日，笔者在綦江区赶水镇马龙水库施工现场看

到，挖掘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运输车辆来回穿

梭，20余名工人忙碌作业。

据悉，马龙水库总投资1.94亿元，是一座以

防洪、城乡供水为主的小（1）型综合水利工程，

总库容103.6万立方米。水库建成后，可解决赶

水镇11个村2.6万人的饮水问题。

“坝基垫层已浇筑，大坝已浇筑到10米。”施

工现场负责人丁天双告诉笔者，目前工人们正在

对坝体进行钢筋焊接、绑扎和模板作业，为下一

步混凝土浇筑做好准备。

笔者了解到，水库自今年4月开工建设以

来，赶水镇积极组建工作专班配合施工方全面

做好农户征地工作，并以真情服务、耐心细心、

公平公正的态度协调矛盾纠纷，获得了当地村

民的支持和配合，为水库工程顺利推进打下了

坚实基础。

“下一步，我们将与项目部通力合作，密切配

合，加强现场安全管理，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

确保年底顺利完工。”赶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马龙水库建设施工现场。

綦江 马龙水库建设加速推进

近日，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村民正在田间收割水稻，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新渝报记者 黄 舒 摄

江津报讯（记者 张 渝 通讯员 杨媚

媚）日前，“巴蜀同脉 文明同行”川南渝西

新时代文明实践带第一次联席会议在重

庆市江津区召开。

近年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如

火如荼。为推动川渝两地在精神文明建

设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提档升级，今年

6月，重庆市委宣传部、四川省委宣传部

联合印发《“巴蜀同脉 文明同行”川渝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协

同打造川南渝西、川中渝西、川东北渝北

和川东北渝东北4条区域特色鲜明、覆盖

范围广泛、深受群众欢迎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带，毗邻30个区县（市）建成具有全国

影响和示范价值的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

走廊的工作目标。

其中，川南渝西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地

域范围包括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合江县和

内江市东兴区、隆昌市，重庆市江津区、永

川区、荣昌区。

当天，重庆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西南政法大学专家、川南渝西各地相关部

门负责人汇聚一堂，交流各地推进川渝共

建工作情况，深入挖掘川南渝西新时代文

明实践带的特色资源和禀赋，谋划重点打

造和建设的方向，探索打造具有地区辨识

度、全市甚至全国影响力的品牌。

接下来，川南渝西将聚焦时代之

需，坚持民生为大、服务群众，把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协同推进各项重点工作；持

续创新工作方法，加强队伍建设，完善

联动机制，坚持共建共享，齐心协力推

动川渝精神文明建设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凝聚强

大精神力量。

川南渝西两市三区汇聚江津

协同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