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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蓝天绿满城
生态美景入画来

7月21日，鸟瞰秀湖生态区，生态美

景入画来。近年来，璧山区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以更高标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璧山报记者 曾清龙 摄

据《璧山报》

目前正是水稻扬花时期，记者在大足

区拾万镇长虹村看到了两块很特殊的稻

田：周边的水稻都已挂满了稻穗，这两块稻

田里的水稻才插栽不久。

两块稻田3.5亩左右大小，其中一块估

计已插秧一个多月，秧苗已经分蘖，长势旺

盛，郁郁葱葱；另一块估计插秧没几天，部

分秧苗歪歪斜斜，还没扎稳根须。

“这里过去都是闲置园林地。”村党支

部书记李云仲告诉记者，今年4月，大足区

委、区政府率先在长虹村启动实施“五合

一”综合改革，村里闲置多年的288亩低效

园林地经综合整治后，重新整理成耕地。

李云仲告诉记者，通过实施“五合一”

综合改革，全村2600亩田、1000亩土，已

实现满栽满插，彻底消灭了撂荒地。

“五合一”改革聚合力量，成全区改革
工作的“一号工程”

何为“五合一”改革？

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罗晓

宏告诉记者，“五合一”改革，就是在大足区

原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基

础上，叠加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

田改造提升、农村宅基地腾退、农村土地承

包精准确权等4项改革，这也是大足区改

革工作的“一号工程”。

今年2月起，大足聚焦整村试点、实施

连片推进，首批选定基础条件较好的拾万

镇协丰社区和长虹村、棠香街道和平村和

惜字阁村、宝顶镇香山社区和东岳村等6

个村（社区）开展试点，编制完成了乡村规

划和实施方案，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实施

“五合一”改革。

罗晓宏说，大足区实施“五合一”改革

的目的，就是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

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

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从而解决过去各部

门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各自为政、力量分

散、效果不佳的问题。

2015年，大足区在全市率先启动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工作。

2018年至2021年，大足区依托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政策，将腾

退宅基地指标异地入市至大足城区和宝顶

山石刻中间位置的棠香街道五星社区，并

叠加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

等政策，建成了12栋民宿，种植了1000亩

荷花，形成了有名的“十里荷棠·山湾时光”

景区。

“五合一”改革则是“十里荷棠·山湾时

光”的升级版。不同的是，各村（社区）腾退

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将只用于本村

（社区）发展经营性项目。

村里虽严重缺乏劳动力，却实现耕地
满栽满插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长虹村与我市大

部分农村地区一样，面临青壮年大量外出、

劳动力缺乏的情况：全村3600人，在家不

足1000人，且大多都是70岁以上老人和

妇女、儿童。这样一个村，为何能实现耕地

满栽满插？

李云仲告诉记者，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农业基础较好。2021年、2022

年，全村完成了19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过农田小改大和改水、改土、改路，使农

田达到“宜机宜耕、能排能灌、高产稳产、旱

涝保收”的标准品质。

二是积极引进和培育农业经营主体。

长虹村引进的大足区袁品农业公司，主要

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

袁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种植试验，目

前共在长虹村试验种植航天育种、杂交水

稻组合选育、新品种试验示范和超级杂交

稻高产栽培等300多亩。该村还引进王章

华、刘波、杨杰等种植养殖业主，发展了

600多亩稻虾、60多亩稻鱼、150亩稻药。

村集体则成立苗盛农业综合服务社，种植

了500多亩水稻和300多亩玉米、蔬菜，稻

田实施水稻、油菜轮作，周边的农机专业合

作社为其提供耕、种、收全程机械化服务。

三是“五合一”改革。该项改革在该村

实施以来，迅速启动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低

效林地和园地整理、耕地提质改造为主要

内容的农用地综合整治，使低效园林地和

荒地全部实现复耕，从而使全村彻底消灭

了撂荒地。

种地有了积极性，建房有了集中居
住点

“过去我们有田不想种，现在大家都抢

着种地。”谈及村里的变化，76岁的唐应全

告诉记者，业主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大部

分土地流转经营后，每户人只剩两三分地

用于种植蔬菜，大家现在连房前屋后的边

边角角都种满了蔬菜，看不到一块空着的

田土。

对于这种“幸福的烦恼”，唐应全感到非

常知足。他说，日子比以前不止好了一点

点：一是土地租金比较可观，田每亩每年600

元，土每亩每年300元，自己种地也不一定

有这么高的利润；二是务工收入比较可观，

唐应全尽管已经76岁，但因身体好且有丰富

的务农经验，仍受到各业主竞相聘请，80元

一天的工资，他一年能挣2万多元。

“关键是轻松。”唐应全说，过去自己种

地时，每天起早摸黑，现在给业主打工，每

天按时上下班，只干8个小时。

长虹村实施“五合一”改革以来，还大

力推进低效利用建设用地整理，通过对农

村闲置、废弃的宅基地或其他集体建设用

地进行整理，对工矿废弃地进行复垦，以提

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截至目前，长虹村已腾退闲置宅基地

16亩。加上即将腾退出来的其他闲置宅

基地，项目组将把这些建设用地指标用于

三部分：一是在该村设立两个微集中居住

地点，总面积约9亩，提供给村民集中修建

房屋；二是建设一个农村集市；三是建设高

标准民宿。

村民唐志亮在获悉消息后，立即找到

李云仲，要求在微集中居住地点建设房

屋。他家房屋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砖

瓦房，紧邻县道。多年前，他就想原址修建

房屋，但按规定新建房屋必须退离县道10

米以上，而他家房屋后面紧挨着别人的房

子，根本没有地方可退，房屋改建计划被搁

置下来。

而“五合一”改革给他带来了机遇，他

打算微集中居住地点一完成规划选址，就

立即启动新房建设。

根据规划，这6个村（社区）完成“五合

一”改革后，预计可在试点区域腾退宅基地

91亩，新增耕地702亩（水田262亩），旱改

水155亩，恢复耕地821亩。

从长虹村的变化可以看到，大足“五合

一”改革的后续效益值得期待！

重庆日报记者 周 雨

据《重庆日报》

过去有田不想种，现在大家抢着种

大足“五合一”改革让试点村消灭了撂荒地

潼南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明鸣 王

浪）每年夏季是松材线虫病的多发时节，

也是一系列监测防治工作的关键期。近

段时间，潼南全力开展松材线虫病巡查检

查，守护好绿水青山，筑牢潼南“绿色生态

屏障”。

近日，在新胜镇盘山村，各级林长及

护林员正通过“林业通”APP在管护区内

巡林，并对重点区域实施人工喷药补防等

工作。

据了解，潼南区已于今年撤除松材线

虫病疫区，为持续抓好松材线虫病综合防

治，巩固拔点成果，潼南区加强川渝地区

跨区域林长制合作建设，有效封堵疫源，

保护好森林健康。

“现在是松树线虫病的高发期，我们

加密了巡林频次。做好预警监测，巩固好

松树线虫病防治成果。”新胜镇盘山村巡

林员鄢节益告诉记者。

松材线虫病，又名松树萎蔫病，是

松树的一种毁灭性流行病。近年来，潼

南区实行林长“治”，把松材线虫病防控

纳入林长、护林员巡林内容，开展常态

化预警监测，持续跟踪问效，做到精准

防控。

“潼南区在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上还

有三年的成效巩固期。我们坚持把‘外防

输入’作为巩固成果的重点，切实加强与

周边区县松材线虫病疫情联防联控、统防

统治，全力维护森林生态安全。”潼南区林

业局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专业技术人员

周琳说。

潼南 坚持综合防治 巩固松材线虫病拔点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