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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抱青山绿水，追逐振兴
长梦。自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
施以来，重庆市江津区以党建
为引领，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补齐农村产业发展短板，释
放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而
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有一群
统战人用智慧建设新农村、用
知识发展新农业，把乡村振兴
的种子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

特色产业铺就致富路

“今年可以出塘2万只甲
鱼，预计收入超80余万元。我
们对甲鱼产业信心十足！”江津
区杜市镇胡家村党支部书记夏
辉祥欣慰地说，依托产业发展，
村民不仅分到红，还实现了家
门口就业，可谓一举多得。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
前提和基础。”为发挥统战优
势，助力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
增强，江津区委统战部成立调
研组深入胡家村开展专题调
研，积极协调少数民族发展资
金50万元，建成了该村第一个
村集体自有特色产业集聚点
——生态甲鱼养殖基地。

目前，该甲鱼基地约5333
平方米，可养殖3万余只甲鱼，
每年直接带动60余人就近就
业，每家可分红1000元左右，
让甲鱼成为了村民心中的“招
财金龟”，为广大群众铺就致
富路。

胡家村甲鱼产业兴旺是江
津区发挥统战力量助力乡村振
兴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江津
区委统战部围绕乡村振兴，创
新方式方法，把统战成员聚起
来、把统战资金用起来、把统战
作用树起来，先后共协调投入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扶贫帮扶
资金、民营捐赠资金等统战类
资金2000余万元，解决了一大
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建成了
10余个产业发展项目，惠及20
余镇街30个村(社区)超 30万
名群众。

“小积分”激发新气象

美丽环境入画来，走进江
津区慈云镇小园村，只见其
中草木茂盛，院落整齐，道路
干净整洁。今年3月，小园村
入选第三批市级乡村治理示范
村名单。

2022年以来，在江津区委
统战部乡村振兴帮扶集团的大
力帮扶下，小园村探索建立了

“村民委员会+驻村工作队+乡
村治理志愿服务队”的新型乡
村治理工作机制，以积分制为
抓手，对每户落实“六净六好”
情况进行检查评比，将评比结
果在村社“明白墙”上进行公
示；做得好的家庭户可凭积分
到村积分超市兑换相应价值的
商品，对积分较低的家庭户将
进行通报或教育引导。

该村自积分制推行以来，
已有887户纳入积分管理，并
成功创建2个区级美丽院落；
通过发现和表扬最美家庭、好
婆婆和好儿媳，带动和激励广
大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建
设美丽村庄，形成比学赶超共
建和谐美丽家园的良好氛围。

“通过积分制促治理，小圆
村先后被评为重庆市民主法
治、垃圾分类示范村。”江津区
委统战部乡村振兴帮扶集团派
驻小园村第一书记周红军介
绍，积分评比成为村民们的热
门话题，打通了群众参与乡村
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起到了
解群众思想动态的纽带桥梁作
用；通过乡村治理志愿服务队，
每年协调纠纷达100余起，解

决群众热点、难点问题约20余
个，群众满意率达100%。

“把积分制与产业发展、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等乡村振兴
重点任务结合，构建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
理共同体。”江津区委统战部相
关负责人说，江津区将通过“小
积分”，持续把统一战线服务基
层的功能优势最大化，为乡村
治理蓄力，让群众得到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模式聚集“领头人”

在今年春季的胡家村里，
民营企业重庆市兴慧农业有限
公司承包的田间地头上，一辆
辆推土机来回穿梭，轰鸣的机
械声打破了春日的寂静；农民
们耕田、除草、选种、育秧，一派
繁忙景象。“产业发展得越来越
好，大家伙在家门口就业，不少
乡亲也买得起小轿车了！”胡家
村村民杨兰兵高兴地说。

这是江津区“万企兴万村”
行动的一个缩影。自行动启动
以来，江津区委统战部、区工商
联主动和企业对接协商，积极
动员引导商会、企业、合作社发
挥自身优势，通过合作产业、注
资建厂等多种帮扶方式，带动
当地经济发展和群众就业，为
推进乡村振兴蓄势添能。

开展村企合作，“领头人”
很关键。在江津区支坪镇，40
家企业和8个村社签订村企结
对共建助力乡村振兴协议，并邀
请民营企业家担任“名誉村长”，
充分发挥“选聘一人、带动一方”

的社会效应，为乡村发展谋思
路、想点子、捐物力、出财力。

截至目前，在江津区“万企
兴万村”行动中，已有348家民
营企业结对帮扶119个村社，
累计投资达42.6亿元，涉及项
目401个，为乡村振兴注入持
久动力。

江津区委统战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区委统战部、区工商
联将继续引导民营企业开展帮
扶行动，推动建立稳定持久的
合作关系，创造出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帮助乡村培育一批
富民产业，实现群众增收、乡村
振兴、企业发展。”

重庆市江津区重庆市江津区：：

汇统战之力汇统战之力 助乡村兴旺助乡村兴旺

本报讯 贵州省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简称黔西南
州）兴义市具有“康养胜地·人
文兴义”的美誉，自然环境适合
种植和养殖业发展。该市实势
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贵州
实势种养殖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的金银花鸡蛋养殖场坐落
于则戎乡冷洞村王家坪子。多
年来，州、市政府因地制宜，大
力推进金银花种植及特色鸡蛋
产业发展，形成了促进当地农
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
生动实践。目前，黔西南州已

经建设了30万亩金银花基地，
发展前景广阔。

据兴义市实势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贵州实势种养殖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金银花鸡
蛋研发技术主要负责人耿瑞介
绍，公司顺应人们对食物的要
求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的趋
势，加强市场研判、运用技术力
量，研发、培育、推出以绿色、健
康、安全为特色的金银花鸡蛋
产品，并逐步获得了市场和消
费者的认可。

（戴 云）■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日前，河南省三门峡市陕
州区甘棠街道柳林村党支部
书记赵宗良来到田间地头，
看着一树绿油油的李子丰收
在望，高兴得合不拢嘴。“今年
雨水充足，李子长势好，再过半个
月早熟李子就可以上市了。”赵
宗良说，“李子树上的果子不
能太稠，要及时处理掉大果子
旁边较小的果子，不然会影响
品质。”

据了解，柳林村种植李子
2200余亩，每亩产量达 3000
余公斤；共培育红、绿、黑等14
个品种，年收入可达 1500 万
元。近几年，柳林村持续打响
李子品牌，把促进农民增收、壮
大集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提升农村颜值和农民底气，
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我们的十碗席有300多
年的历史，荤素搭配，营养均
衡，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
每到周六周日，人们更是要提
前预定，排队等候。”在张汴乡
曲村知青大院，老板卢伟丽正
忙着为客人上菜。

依托地坑院发展农家乐是
曲村打造乡村民俗旅游产业
的新举措。曲村相继涌现19
家民宿农家乐，拥有床位100
多个，年客流量30万人次；拥
有土特产、手工制品摊位200
余个，农产品在家门口就销售
一空，年旅游综合收入超2000
万元。

作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
落，曲村把地坑院传统民俗民

居和乡村旅游相结合，吸引大
批游客前来住土窑洞、吃十碗
席、游地坑院。村内的世面
石、分陕石、曲星桥、五龙泉、
七星渠等，记载着村落的历史
变迁和文化沿革，为传统村落
增添了亮丽色彩。值得一提的
是，张汴乡立足地坑院资源优
势和特色农业产业优势，积极
培育乡村旅游、休闲体验、特色
农业等本土乡村特色产业，走
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的特色发
展道路。

“我们充分利用资源优势
和产业基础，大力提升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水平，全力发展特
色产业，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走出一条具有陕州特色的
乡村振兴之路。”陕州区委书
记、区长李军说。

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

凸显特色凸显特色，，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

擦亮金银花鸡蛋特色品牌擦亮金银花鸡蛋特色品牌

相关人员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实势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基地参观调研。 褚多锋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重庆市江津区永兴镇金色黄庄项目风光鸟瞰。

江津区委统战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