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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31 日，备受关注的
曾家岩临崖步道全线完工，正式对外
开放。

渝中区曾家岩临崖步道起于上
清寺嘉东村，止于中四路文印中心，
全长1.8公里，串联特园、桂园及周公
馆等10余处国家级文保单位。

曾家岩临崖步道依山就势而建，
集高空栈道、崖壁步道、观景平台、健
身平台及休闲空间于一体，丰富的花
草树木点缀其间，美不胜收，给市民和
游客提供了一处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钟志兵

□ 沙坪坝报记者 郭晋 文/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
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今
年以来，沙坪坝区紧扣乡村振兴“二十
字”工作总要求，高质量推进全域乡村振
兴，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厚植生态底色，精心呵护一方山
水，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将美丽乡村
建设成为人们向往的“诗意田园”。

环境风貌整体提升
共建美丽宜居乡村

沙坪坝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
高水平绘就中部“诗意田园”，全面奏响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这其中，“五园共
治”，是“诗意田园”建设的重要内容之
一。遵循乡村肌理，保留生态本底，与乡
土文化相融合，规划出微田园、微景观、
微公园，实现家家户户有“小田园”“小菜
园”“小果园”“小花园”，共建美好家园。

在回龙坝镇五云山村的社区公园，
记者看到，公园乡村风貌协调，乡土气息
浓厚，不少居民在这里健身散步，休闲垂
钓。正在打羽毛球的居民毛琴告诉记
者，自己就在周边纺织厂工作，下班和周
末都会来公园休闲健身。

沙坪坝区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以来，五云山村常态化开展“村庄
清洁行动”，通过综合整治，将困扰居民
群众多年的臭水塘彻底翻修整改，铺设
专用污水管网，修建起环湖步道和休闲
廊亭，环境风貌大幅改善，有力提升了居
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大力提
升村道绿化，开展村庄植树活动，组织群
众栽种三角梅 2000余株，打造了 8公里
绿化带美化乡村环境。

在凤凰镇皂桷树村，这里已经打
造成为农村人居环境示范点，道路宽
阔整洁，农房农舍清新靓丽，处处彰显
着美丽宜居新农村的景象。记者在一
户农房看到，房前屋后挂满了喜庆的
灯笼和飘带，充满了幸福美满的气
氛。村民穆淑珍婆婆高兴地告诉记
者，前几天自己的外孙女结婚出嫁了，
村里忙前忙后帮忙布置。“迎亲的时
候，好多人都在说我们皂桷树村环境
优美，随手一拍就是婚纱大片！”刚刚
结束的婚礼，让冬季的小山村，点燃了
一把幸福的“烟火气”。

村干部告诉记者，自从村里大力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以后，效果是立竿见影
的，干部村民一起动手，美化环境 1100
平方米，改棚、改圈、改厕180余户，修建
菜地花台围栏共计 1000米。村两委还
积极引导社员因地制宜种植夏黑葡萄、
长坡李等作物，推向市场广受好评。路
修好了，环境整治好了，产业发展起来
了，游客们纷至沓来。目前，皂桷树村游

客中心已经完成主体结构和外部施工，
正在进行内部装修，沿山而建的休闲步
道也正在加紧完成硬化铺装工作，穆婆
婆看着日新月异的小山村，眼中充满了
幸福的光芒。

全面盘活闲置土地
集体经济日益壮大

沙坪坝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
全面盘活闲置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奏响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今年，中梁镇茅山峡村火龙井社的
248亩农田，因地制宜种植了玉米、西
瓜、柚子等优质农作物，长势喜人，火龙
井社撂荒地改造后种植的西瓜，迎来了
20万斤的大收获。沙坪坝区自实施撂
荒地复耕复种以来，按照高标准农田建
设规范，对中梁镇茅山峡村火龙井社的
撂荒地进行了全面改造，让“沉睡”多年
的乡村耕地资源，成为了活跃乡村集体
经济的“希望田”。

茅山峡村两委积极发动社员，成立
专业合作社，由村集体提供种子并负责
销售，业主负责种植，并鼓励多耕多种、
代耕代种植，激发了村民们对农业生产
的积极性。随着沙坪坝区中梁镇的第三
批“中梁好物”正式推出，来自中梁镇茅
山峡村的玉米、西瓜，成为了今年夏季俏
销的农产品。而这些俏销品，正是来自
村里通过对连片撂荒地整治后所结出的
硕果。这一批玉米和西瓜通过村集体以

“中梁好物”为标签对外销售后，就增收
了5万元左右。

昔日撂荒地，风吹稻花香。前些年，
沙坪坝区凤凰镇耕地撂荒面积达650余
亩，其中仅五福村就有 200余亩。今年
启动土地复垦，村里与一家企业签订了
为期 5年的撂荒地代耕代种承包合同，
约定由农业公司代耕承包，全程托管撂
荒地，农产品由专业合作社统一收购，统
一负责销售，每年给予农户和村集体固
定的农业收入，这种“农户+村集体经
济+企业”代耕代种合作新模式，不仅实
现了撂荒地复耕复种，也让当地村民有
了土地分红和打工工资两份收入。五福
村村民唐纪福告诉记者：“今年黄谷的产
量是接近一千斤一亩，承包公司得到了
实惠，我们自己也得到了可观的收入，大
家感到很满意。”

据了解，沙坪坝区通过不断争取
政策和资金支持，今年新增村集体经
济组织资产 2649万元。沙坪坝区还积
极支持和引导各涉农镇街，组建特色
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新组建果蔬销
售、民宿、农机、餐饮等特色专业合作
社 13个。“众人拾柴火焰高”，沙坪坝区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统筹推
进集体经济组织联合，茅山峡村和三
河村跨区域“抱团”实施缙泉烧柴窑项
目，共同发展。

加速乡村产业振兴
文旅产业蓬勃发展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
一，沙坪坝区的乡村建设，不垒“盆景”，
而是通过挖掘乡村的多元价值，让乡村
的产业更好统筹形态和业态，建设有文
化休闲旅游、生态宜居的乡村生活，都市
人向往的“诗意田园”。

沙坪坝的乡村，正在悄然发生蝶
变，不久以后，在重庆中心城区，将出现
一个独具魅力的“诗意田园”——沙坪
坝区丰文三河村、中梁—歌乐乡村振兴
示范带。这一示范带将用 50公里“绿
道”串起 3个镇街、9个村、28个规模化
产业基地。

中梁镇龙泉村，在蓝天白云的环绕
下，青瓦白墙的农家小院安静地坐落在
湖边，令人心旷神怡。专程从外区驾车
前来的市民雷湘文，拿出手机拍摄下了
这一幅美丽的画面，他告诉记者，照片
发到朋友圈以后，大家都在问自己是不
是在大理洱海，是不是在双廊古镇，雷
湘文回应大家：这里是中梁镇龙泉村，
风景气质绝对不输大理洱海，大家快来
打卡哦！

雷湘文告诉记者，自己是一位白酒
爱好者，喜欢珍藏各类白酒，自己的很多
名酒都存放在位于中梁镇的“壹洞天藏”
溶洞内。“前几年来这里就只是看看酒是
否完好，检查一下就下山了，那个时候山
上什么业态都没有，想吃碗热饭都找不
到地方。”雷湘文说，现在每次驾车上山，
都能够感觉到乡村旅游的显著变化，周
围建起农家乐，通畅的柏油马路连接起
荷塘悦色、普迪生态园等景点，现在上山
不仅仅是简单看看藏酒了，在周边的农
家乐吃顿地道的农家菜，下午可以在山
泉水塘进行休闲垂钓，也可以带家人采
摘时令水果，更可以体验一把林道越野
的激情，感受乡情野趣，度过一整天的休
闲时光。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沙坪
坝区丰文街道三河村，在蓝天白云的映
衬下，勾勒出一幅现代都市中的乡村画
卷。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联合开展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遴
选推荐工作，沙坪坝区丰文街道三河村
成功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见山，是我们来这里做的第一个系
列。红日设‘邀’，青花做山，我想让更多
的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我想带领更多的人去看见，看见传统文
化的延续、窑口的复兴，还有乡村的变
化。”谈到这些，三河村缙泉烧创始人陈
勇眼里满是憧憬。

缙泉烧是三河村最初引入的产业项
目之一，该项目利用三河村闲置农房资
源，结合当地乡村文化特色，打造“缙泉
烧”乡村文化品牌，逐渐成为三河村的名
片，吸引了大量游客，更启发了三河村找
到以研学为统领，推进农业“接二连三”，
促进农旅融合发展的路子。

今年以来，沙坪坝区在推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中，用艺术赋予三河村独特
魅力，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力量，引入
书画、陶瓷等艺术家和非遗文化传承
人，打造了“三河村艺术家村落”。通过

“集体经济组织+艺术家+农户+产业”模
式，盘活该村闲置的农房和土地，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目前，三河村已有 26
家企业入驻，其中“缙泉烧”“镜蓝染”

“伴山漆艺术中心”等 14家企业已经开
业。在文创企业的带动下，三河村集体
收入达 61.5 万元，农民户均增收 3600
余元。

目前，沙坪坝区已在乡村振兴示范
带区域内，通过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建成
颐麓欢歌、浩瀚花香谷、萤火谷等为代表
的农旅融合产业基地20余家，年接待游
客超过150万人次。

□ 江津日报记者 杨安迪

“崭新的外墙立面、美观的外置电
梯、干净的楼道……小区改造后，居住
环境变得更美观了，安全性也大大提
高了，就像建了个新小区一样。”近日，
家住江津区几江街道武城社区农资公
司家属院的市民龚喜健，谈及小区发
生的可喜变化，直言感受到了满满的
幸福。

这是江津区老旧小区改造带给“老”
居民“新”生活的真实写照。据了解，农
资公司家属院始建于 20世纪 70、80年

代，共有集资楼4幢，建筑面积6796平方
米，历经数十年风吹雨打，小区内的单元
楼早已老化，大多数设施设备年久失修，
满足不了居民需求。

为彻底改变农资公司家属院破、旧、
危、乱的状况，给居民营造一个安全宜居
的生活环境，江津区住房城乡建委牵头
组织几江街道办事处对该小区进行了改
造。改造工程于今年 9月正式开工，内
容主要包括外墙和楼梯间翻新、屋顶防
水、窗户更换等多项基础设施改造。通
过改造，该老旧小区实现了环境改善、功
能提升、“颜值”焕新的目标，惠及 82户

258人。
其实，从老旧小区改造中受益的不

只农资公司家属院。今年以来，江津区
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服务提升”
上持续发力，以“把居民需求变成改造要
求”为抓手，精准对接发展所需、民心所
向，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既蝶变“面子”又
提质“里子”。2022年，江津区申报 6个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涉及小区 33个、楼
栋 226栋、居民 8300户、建筑面积 62.35
万平方米，目前已争取到中央财政专项
资金2671万元，其中重点民生实事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涉及 7个老旧小区、53栋

楼、建筑面积 15.65万平方米，现已全部
完工。

如何把老旧小区改造这项工作改到
群众的心坎上？据了解，江津区各有关
部门协同街道、社区多次开展摸底调查，

“点菜”环节根据居民意愿征集情况，优
先改造居民需求性更高的项目，后续则
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和居民实际需求，更
新“菜单”。同时，为改造后的小区量身
制定物业管理方式，建立完善长效管理
机制，实现改造前问需于民、改造中问计
于民、改造后问效于民，真正“改”出幸福
感、“造”出满意度。

江津：老旧小区改造让居民乐享“新生活”

沙坪坝：打造现代都市中的“诗意田园”

沙坪坝区中梁镇龙泉村。

曾家岩临崖步道对外开放

□ 綦江日报记者 刘琦

“现在我们新农村真的是地地道道的‘新农村’啦，
你们看，这满山的茶树、漂亮的环湖步道，哪个不羡慕
我们新农人！”近日，晚饭后正在綦江区石角镇新农村
环湖步道散步的村民吴纯正高兴地笑道。

新农村曾是市级贫困村，没有村级产业项目，村民
收入来源少。近年来，该村坚持以绿色为底色，发展起
茶园经济，带动村民增收的同时，亮化人居环境，村民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目前，我们全村共种植茶树 380亩，茶叶年销售
额达 60万元。”新农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邱俊铭介绍，

“2022年，我们已采购安装了茶叶加工设备 3台，补齐
了茶叶加工生产线的短板。”

依托茶叶种植，该村创建扶贫车间，让村民在家门
口赚钱。

“去年我在基地打工就有 8000多元的收入，年底
还有490元的分红。村上免费发给我的茶树也为我带
来了 2000多元的收入。”新农村脱贫户罗开秀笑道，

“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
“2021年以来，我们以茶文化为核心，整治茶园30

亩、撂荒地50亩，新建环湖便道2公里、便民桥1座、蓄
水池3口，修复整治山坪塘3口。”邱俊铭告诉记者，“荒
山已变茶山，满山的茶树就是我们的‘摇钱树’。目前，
我们正在新建红茶车间，并对产品包装提档升级，新农
村的未来值得期待。”

綦江

“茶叶经济”助推乡村振兴

□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近日，水利部公布2022年度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名
单，我市城口县榜上有名，成功创建我市首个国家水土
保持示范县。

城口县位于大巴山腹地，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
自然环境，是嘉陵江和汉江流域的“河溪源”和“生态
源”，是重庆最大的天然生物基因库和最重要的生态屏
障之一，地形和土地利用总体呈“九山半水半分田”格
局。由于区域内降雨集中，山高坡陡，地形复杂，土层
薄且土壤抗蚀力弱，水土流失一度成为制约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城口县坚持系统治理、
科学治理、连续治理，坚持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
产业发展等有机结合，构建了具有城口特色的县域水
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快速下降，
水土保持率由 10 年前的 76.35%提高到 2021 年的
80.56%，森林覆盖率提升到72.5%，区域水土保持和水
源涵养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据了解，目前重庆市水土保持率已从 10年前的
61.98%提高到2021年的69.95%，为加快筑牢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建设山清水秀美丽的现代化新重庆提
供了重要保障。

城口成功创建我市首个
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

近日，重庆市级重点项目之一——重庆丰都莲花
山风电场 110千伏送出工程顺利投运，预计年输送电
能超 1亿千瓦时。此项目深入贯彻能源安全新战略，
全面推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体现，符合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莲花山风电项目位于丰都高家镇、双路镇，安装
10台金风 5.0兆瓦风力发电机组，预计年上网电量为
10081万千瓦时，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即以满功率发
电的时间数）为 2036小时，每年可为国家节约标准煤
约3.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约8.3万吨。

丰都莲花山风电场110千伏送出工程由国网丰都
供电公司建管，作为莲花山风电项目的电力配套工程，
始于丰都莲花山风电场升压站，止于丰都高家镇，主要
满足莲花山风电项目的并网需求。送出工程于 2022
年 6月 29日正式开工，包括线路新建、间隔扩建、光纤
通信等 3个单体工程，新建 110千伏间隔 1个、铁塔 42
基、架空线路15.4千米。

据了解，丰都莲花山风电场 110千伏送出工程比
原计划提前 3个多月投运，超前满足新增风电送出需
求，进一步服务“双碳”目标实现，助力丰都县打造100
亿级清洁能源示范基地。 据华龙网

丰都莲花山风电场110千伏送出项目投运

不需手推，只要站在垃圾桶旁，垃圾桶盖即可通过
感应自动打开。同时，该设备还配有语音全程伴投，智
能语音播报，投递不同垃圾会有不同内容语音提示，投
递完毕后播报感谢等温馨语言，提高了居民群众投递
体验感。

近日，南岸区在花园路街道明佳园社区明佳园小
区投放了新一代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当人靠近这种智
慧垃圾分类设备，垃圾桶便会自动开盖，极大地方便了
居民投递垃圾，设备上还标有垃圾分类标识和宣传标
语，帮助居民自觉养成分类投放习惯。

此外，该设备还通过传感器智能统计各项运营数
据，告别人工低效统计数据，让垃圾分类运营有迹可
循；具备满溢告警功能，设备检测到满溢后，实现AI自
动电话通知预设人员，告知其设备已满溢；具备垃圾桶
桶身到位检测功能，当设备垃圾桶未准确归位时，设备
将进行适时提醒；同时，该设备还能自动对厨余垃圾和
其他垃圾桶桶内进行消杀除臭，让垃圾桶远离“臭味”。

据介绍，今年以来，南岸区城市管理局对全区生活
垃圾分类设施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累计升级改造生活
垃圾分类智能化投放点1018套，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智
能投放屋11个，建设生活垃圾分类多网融合点1个，覆
盖全区12个镇街144个居住小区，总投资1500万元。

据华龙网

南岸

引进智能设备 完善垃圾分类设施

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