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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绘就巴渝乡村振兴画卷
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

庆自“十四五”以来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

振兴方面“双向发力”，打造城乡融合乡村振

兴示范区，逐步走出一条大城市带大农村、大

山区、大库区的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新路。

数据显示，2024 年，重庆市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达 72.14%，居中西部第一位；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缩小至 2.24∶1；脱贫区

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 20605 元，

同比增长 6.8%，增速连续 4 年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双向流动

走进重庆巴南区二圣镇集体村，云林天

乡景区优美的田园风光吸引众多游客打卡。

“经过多年努力，曾经荒凉的山地发展起 3000

多亩的花木基地，成为集花木产业、乡村旅

游、田园养生于一体的农文旅景区，年均接待

游客 80 万人次，带动乡村农家乐、民宿等业态

快速发展。”云林天乡景区负责人周林笋说。

48 岁的周林笋曾经是浙江省宁波市滕

头集团西南大区总经理。2023 年 7 月，他将

户口由浙江宁波迁到二圣镇集体村，从

“城里人”变成“村里人”，成为巴南区

“城市人才落户农村”的第一人。

“城市人才入乡，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活力。”集体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郑孝前说，2021

年 以 来 ，200 多 名 年 轻 人

返 乡 入 乡 创 业 ，村 产 业

发展取得喜人成绩。

在 城 里 人 入 乡 创

业 的 同 时 ，不 少 农 民

也进城安居。作为重

庆中心城区唯一的国

家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试

验区，巴南区在重庆

市率先放开放宽城镇

落户限制，并探索建

立进城落户农民的农

村权益保障机制。巴

南区惠民街道辅仁村负

责人周仁波告诉记者，通

过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

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机

制，村里盘活了 60 多亩闲置

土地，引入社会资本打造智慧种植基地，既保

障了进城落户农民的权益，也让村集体每年

增收 20 万元。

“十四五”以来，巴南区通过体制机制的

改革创新加快城乡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

取得新突破。“过去几年，我们先后取得重庆

首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挂牌交易、首位城

市人才落户并加入乡村、首个农村权益退出

试点等成果。”巴南区乡村振兴促进中心主任

林润秋介绍，巴南区城镇化率从 2021 年的

83.9%上升至 2024 年的 84.72%，城乡居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比 从 2021 年 的 2.01 缩 小 至

2024 年的 1.94。

不止巴南区，放眼整个重庆，随着一系列

改革措施的实施，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双

向自由流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

持续缩小。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米

本家说，近年来，重庆统筹推进“小县大城”

“强镇带村”“强村富民”贯通联动改革，在全

域内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和资源要素配置，加

快产业导入，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提高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要素资源双向流动、

城乡互促共进的新格局基本形成。

重庆积极推进以区县城和中心镇为重要

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县一策”推动山

区库区强县富民和现代化，实施了 125 个县

（区）城城镇化补短强弱项目，县（区）城综合

承载能力和小城镇服务“三农”功能持续提

升。2024 年，中心城区外区域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 61.5%，重庆主城都市区与山区库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缩小至 1.66∶1。

重庆还不断健全城市工商资本和科技、

人才下乡有序引导机制，深入实施规划、科

技、经营、资金进乡村和能人、青年、务工人员

回乡村的“四进三回”行动，引导城市产业、技

术、信息等优质要素向乡村流动。

产业兴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十四

五”以来，重庆实施千亿元级生态特色产业培

育行动，依山就势发展生态特色农业，推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优做精特色名优

农副产品，壮大农业产业集群，强村富民之路

越走越宽广。

6 月下旬，记者见到周孝雄时，他正在梨

园里忙着除草、管护。“种了 38 亩梨树，去年

产梨 11 万斤，销售额超 40 万元，今年的收成

预计还要好一些。”48 岁的周孝雄是重庆永

川区南大街街道黄瓜山村村民，也是当地的

种梨大户。他告诉记者，这几年，随着新技

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梨子的品质更好、产

量更高，“从过去单一的黄花梨发展到现在的

9 个品种，单价从过去每斤不到 2 元涨到现在

每斤 5 元以上”。

黄瓜山村是重庆市首批 20 个乡村振兴

示范村之一，当地在发展梨产业的同时，不断

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特色产

业，以农文旅融合发展开拓致富新路。黄瓜

山村委会主任孔丘告诉记者，2021 年以来，

村里拓长了 30 公里公路，新建了 2.6 平方公

里的旅游核心区，打造了 17 个景点，年游客

接待量超过 80 万人次，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从

2021 年 的 2.48 万 元 提 高 至 2024 年 的 3.01

万元。

永川区委农业农村工委委员、区农业农

村委副主任吕先成介绍，“十四五”以来，该区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4 个，推动有效耕

地面积增长 20%以上，土地亩产量、收益率提

高 10%以上。同时，因地制宜培育乡村产业，

通过“农业景观+观光旅游”“家庭农场+农事

体验”等模式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累计创建重

庆市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镇（街道）

4 个、示范村 9 个、示范点 16 个。

紧扣乡村产业振兴，重庆近年来着力发

展以火锅食材、粮油加工、生态畜牧三大千亿

元级产业为代表的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奉节

脐橙、涪陵榨菜、巫山脆李等 10 条百亿元级

产业链。

农业关键技术取得新突破。“十四五”以

来，重庆组建了 7 个农业科技创新联盟、16 个

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建成全球最大的家

蚕基因库以及全国最大的榨菜和柑橘资源

圃；建成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平

台 2 个、部级重点实验室 19 个；累计取得农业

科 技 成 果 1724 项 、转 化 377 项 ，转 化 率 达

21.86%，转化金额超 12 亿元。

农村三产融合迈上新台阶。重庆把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业纳入全市“33618”现代制造

业集群体系，累计培育规上加工企业近 900

家，总产值超 2600 亿元。同时，培育乡村旅

游、休闲农业、健康养老等新业态，建立农文

旅融合发展机制，打造了 8 个全国休闲农业

重点县、90 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5000 多个

休闲观光体验园。

乡村和美

巴岳山下，重庆铜梁区土桥镇六赢村，

3000 多亩荷花竞相绽放，游人如织。六赢村

党支部书记王定文说，以“荷”为媒，村里建起

了荷花廊、荷花栈道、荷和原乡风情馆以及荷

文化馆等景点，让农区变景区，实现集体增收

和农民致富的双赢。

涪江之畔，重庆潼南区大佛街道大佛坝

片区，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山水田园风景如

画。“我们成立大佛坝联村党委，对片区所辖

的 4 个村（社区）进行整体规划，基础设施一

体建设，资源资产融通利用，乡村面貌焕然

一 新 。”大 佛 街 道 大 佛 坝 联 村 党 委 书 记 周

君说。

巴 山 渝 水 间 ，一 个 个 和 美 乡 村 竞 相 涌

现。“十四五”期间，重庆学好用好“千万工程”

经验，实施千个巴渝和美乡村建设行动，从加

强乡村规划引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优化乡村治理机制等多方面入

手，全面筑牢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乡村底

色。目前，全市已累计建设巴渝和美乡村达

标村 3500 多个。

乡村建设亮点纷呈。截至 2024 年，重庆

全市行政村通硬化路达 100%，行政村 5G 网

络覆盖率 100%，自来水普及率超 90%，农村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7.8%，农村生活垃圾

收运处置体系覆盖 100%的行政村和 99%以

上的自然村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

达到 75%。重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连续

5 年获国务院督查激励，奖励次数全国第一。

乡村治理效能提升。以数字重庆建设为

牵引，重庆构建完善党建统领“141”基层治理

体系，在全市 1031 个镇街全覆盖建成基层治

理中心指挥室，在 1.1 万个村社设立 6.5 万个

网格，实现治理体系“一网统揽”，累计创建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镇 6 个、示范村 60 个。

发展的脚步没有停止。当前，重庆正朝

着建设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目标奋力前

行。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持续统筹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风

文明、乡村治理，一体推进农业增效益、农村

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城乡深度融合中绘就

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

创客与村庄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当青年创客与乡村双向奔赴，会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4 年前，34 岁的王

亮和两位合伙人来到重庆市潼南区双江

镇金龙社区，他们租用当地的闲置农房

进行微改造，发展起民宿、陶艺、餐饮等

多种业态。如今，4 年过去了，这一场双

向奔赴结出了怎样的硕果？

潼南区双江镇位于涪江南岸，是首

批十大历史文化名镇。金龙社区是双江

镇的一个传统村落，村民们依山傍水而

居，建筑风格古朴，田野风光秀丽。“2021

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金龙社区，便被这

里绿水青山的美景和宁静的氛围所吸

引。”王亮回忆道，当时由于交通不便、缺

乏产业支撑，不少村民外出务工，闲置农

房较多。

经过一番考察和商议，王亮和合伙

人决定抓住当地建设美丽乡村的机遇，

入乡创业。在社区居委会的支持下，他

们租用了 4 栋闲置农房，开始发挥所长，

逐梦乡村。仅用半年多时间，原本破败

的农房就变身为有院有亭、风格独特的

书屋、民宿、陶窑工坊。

山腰上，半山书屋静卧在青山的怀

抱中。屋内，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和

文创产品，暖炉清茶与古朴房屋相映成

趣 ；屋 外 ，花 木 簇 拥 ，田 野 风 光 一 览 无

余。王亮说，他们在设计上保留原有建

筑风格特色，利用院坝打造了露天书吧，

为游客提供“诗与远方”的体验。如今，

半山书屋正成为金龙社区的一大文化地

标，每年接待游客超 3 万人次。

对于金龙社区的发展变化，王亮感

受很深：“可谓是路通业兴金龙舞。”据介

绍，“十四五”时期，社区里原本泥泞的乡

间小路变成了整洁宽敞的水泥路，串联

起家家户户；过去房前屋后的脏乱差景

象不见了，随处可见干净整洁的院落；停

车场等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游客体验感

增强，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在外务

工的村民返乡，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

参与乡村建设，见证乡村发展，王亮

深感自豪。这些年，他和团队经常开展

电商直播，帮助乡亲们销售花椒等农特

产品，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此外，也结合

当地文化资源，设计开发非遗文创产品，

与潼南区 10 多所学校合作开展以非遗

为主题的研学活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广阔乡村，大有可为。”王亮说，入

乡创业以来，自己的一大收获就是结识

了一群热爱乡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

力量的年轻人，大家互相帮助，取长补

短，携手在乡村土地上耕耘。展望未来，

王亮信心满满：“接下来，我们打算多开

发几款文创产品，开展一些乡村文旅活

动，希望金龙社区发展得越来越好，乡亲

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探索独具特色的融合新路

黄意武

重庆是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

城市，城乡区域差异较大，协调发展任务繁

重。“十四五”时期，重庆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

城镇化，推进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统筹城乡产

业融合和城乡生态协同发展，探索出一条具

有地方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

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

合，是促进城乡融合的内在要求。重庆聚焦

大城市带大农村，加强以区县城和中心镇为

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形成中心城区引领、

区域中心城市带动、区县城支撑的大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格局，推动“大美田园”

“巴渝风韵”“山水乡旅”等乡村振兴示范带建

设，提升了区县城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增

强了小城镇服务“三农”的功能，也发挥出乡

村作为要素市场和消费市场的作用。

做强乡村特色产业，是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的重要路径。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要用好

本土的物产资源、自然风光、村落资源，挖掘

资源的人文价值和现代价值，因地制宜、因时

制宜，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特

色产业延链增效、联农带农，构建完整的乡村

特色产业生态。重庆依托自身条件，发展火

锅食材、粮油加工、生态畜牧等特色产业，做

大做强“三峡柑橘”“巫山脆李”“涪陵榨菜”等

巴渝特色名优品牌，发展观光、采摘等生态旅

游，依山就势推进生态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通 过 壮 大 优 势 特 色 产 业 链 夯 实 城 乡 融 合

基础。

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布

局，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力支撑。良好

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够提升农民的生活

质量，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统筹优化城乡

发展布局，要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资源配置

体系，强化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构建起现代

化基础设施体系，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

覆盖、边远地区延伸。重庆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加快构

建“2 小时重庆”交通圈，统筹建设农村水电路气讯“五网”基础设施，

打造“15 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实现区县城、乡镇、农村功能衔接

互补，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提升。

改革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的关键一

环。体制顺、机制活，则融合好、乡村兴。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要顺应产业升级、人口流动、空间演进趋势，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配套政策措施，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规范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运行机制。重庆着力推动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机制改革，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提升土地

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实施“四进三回”行动，完善乡村引才、

育才、用才、留才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把更多城市资金资源、经营

理念和人才导入乡村，为城乡融合发展增活力、添动力。

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十五五”时期，重庆将

持续统筹推进“五个振兴”，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和资源要素配置，做优

做强县域特色产业，提升公共基础设施便捷水平，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提质扩面和美乡村建设。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 本报记者 吴陆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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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村的菜园子小院龙村的菜园子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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