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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区农业农村委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牢
牢把握粮食安全重要内涵，严守粮食安全底线和耕地
保护红线，稳定粮油菜产业发展。2022年，实现粮食
播种面积 94.87万亩，产量 41.2万吨；油料种植面积
31.877万亩，其中油菜22.64万亩，为市农业农村委通
报表扬的油菜生产贡献突出区县。新发展大豆玉米
复合种植面积0.52万亩；蔬菜种植面积31.02万亩，产
量 49.06万吨；生猪出栏 57.88万头，存栏 31.76万头，
获评重庆市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成效明
显单位；水产品产量 2.53万吨；水果 (含瓜果）面积
14.71万亩，总产7.73万吨。农副产品生产保证，品质
稳定，确保了人民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深刻把握“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
义，构建以大足国家现代农业园区为核心，大安现代
农业园区（铁山、高升、三驱）、大足农业园区（拾万、石
马、金山）、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园（棠香、宝顶、龙岗）三

大功能板块协调发展的“一园三片”发展格局；依托大
足黑山羊、大足冬菜、中药材等禀赋资源，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实现大足黑山羊存栏18.9万只，出栏23.59万
只，大足冬菜种植面积达 3.8万亩，中药材种植面积
2.2万亩，蚕桑种植面积 1.2万亩，雷竹种植面积 1万
亩。落实科技兴农重要举措，打造国家杂交水稻中心
重庆分中心、腾达牧业、瑞丰农业等一批产学研一体
化科技创新基地，完成新登记备案杂交水稻品种137
个、杂交玉米品种 138个。《大足黑山羊》行业标准完
成公开专家终审，纳入重庆十大优异农业种质资源。
大力扶持以特色产业生产加工为主的新型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开辟城市专营点位、打造特色产业节会，推动
大足特色产业链条接二连三。加速推动农业“五化”发
展，实现全区农机化率达60%；建设37家规上加工企
业（其中市级6家），建成农产品冷藏保鲜设施300个、
容积10万立方米，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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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强调，，““全面建设社会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
然在农村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最广泛最深
厚的基础依然在农厚的基础依然在农
村村。。””建设城乡融合示建设城乡融合示
范是大足区第三次党范是大足区第三次党
代会部署的代会部署的““三篇大文三篇大文
章章””之一之一，，是深入贯彻是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重要实践的重要实践，，是破解城是破解城
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重要抓手不充分的重要抓手，，我我
们要们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坚持城乡融合
发展发展，，畅通城乡流通要畅通城乡流通要
素流动素流动””。。

当前当前，，大足区农业大足区农业
农村委紧抓耕地和种农村委紧抓耕地和种
子两个要害子两个要害，，持续守护持续守护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
定安全供给定安全供给，，夯实农业夯实农业
农村发展根基农村发展根基；；以产业以产业
振兴为引领振兴为引领，，不断提升不断提升
农业科技水平农业科技水平，，发展壮发展壮
大特色产业大特色产业，，搭建城乡搭建城乡
产业协同发展平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加
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推动农业产业提质
增效；以持续深化改革
为突破口，激活广阔农
村资源要素，推进“三
社”“三变”“农村宅基
地”系列改革，协同“三
生”空间布局，破除城
乡二元结构，让城乡居
民共享改革成果；以营
造宜居宜业宜游的良
好环境为重点，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提档升级和美乡村示
范创建，加强乡村基层
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建
设，奋力打造大足现代
版的“富春山居图”。

如梦荷棠·山湾时光。

龙岗街道观音岩村美丽风景。

棠香街道和平村高标准农田。

大足区农业农村委盯紧盯牢返贫风险，对风险未
消除对象，严格落实“一对一”监测帮扶，稳定消除返
贫致贫风险；投入衔接资金 1.59亿元，实施项目 209
个，新增发放小额信贷76户238.43万元，脱贫户累计
获贷率 69.47％。拓宽脱贫人口增收渠道，通过就业
务工、生产要素入股、农业企业分红等方式，实现脱贫
户人均纯收入达 1.5万元，同比增长 14.1%。“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连续三年获
得“好”等次。

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大力发展以休闲农业、体
验农业、观光农业为重点的现代都市农业，推动形成

“旅游+农业”产业格局。以十里荷棠、棠香人家、隆平
五彩田园等乡村振兴示范点为引领，深化打造7条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创建全市乡村旅游示范品牌；举办
第六届老家·观音岩春风桃李文化旅游节、第十四届
枇杷旅游文化节、中国·重庆第八届大足黑山羊节等
农文旅特色活动 6场，接待乡村游客 1200万人次，综
合收入42.5亿元，让老百姓端上旅游的“饭碗”。

奋进新时代，大足区农业农村委将以“干字当头，
敢为人先”的精神状态，立足优质禀赋资源，一体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
图景，全力打造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样板。

富裕富足 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大足区农业农村委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布局，全面实施乡村基础设施提升行动，推动城市
农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均衡共享。纳入全
市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示范项目，新建高标
准农田11万亩，累计达到63.4万亩；新建农村污水管
网 14公里、生态湿地 29座；新改建“四好农村路”100
公里，获得“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称号；持续推进
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完成 10千伏架空线路 74.514公
里，电缆19.22公里，低压线路81.43公里，乡村交通路
网、水电气讯等设施不断完善。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完善利益联结，推进“三变”“三社”“宅基地改革”等试
点，探索黑山羊“活体抵押”，“千人帮千企”等乡村创
新发展模式，“三变”改革试点村覆盖率 30%，全区涉
农村（社区）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4512万元。盘活农
村闲置资产，通过转让、入股（联建）、租赁、赠与等方
式流转宅基地 1026户，收益 300余万元，流转农村土

地面积 42.06万亩，让农民共享改革成果。赓续开展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完成改厕5000户、养殖
尾水治理700万吨，村庄洁净行动覆盖率保持100%，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92.7%，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 93.17%，大力实施“焕新”工程，打造出雍溪、
玉龙等一批“焕新”工程示范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连
续三年获得市级考核“好”等次。全力实施乡村综合
治理行动，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推广乡
村治理“积分制”，全方位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乡村治
理工作获市政府办公厅 2021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
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单位予以督查激励。大力推
进数字乡村建设，累计建成农村电商服务站点 306
个，月斧山家庭农场案例入选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编写的《2022全国智慧农业典型案例汇编》。“大足
黑山羊智慧养殖”被评为“2022重庆数字乡村十佳
优秀案例”。

宜居宜业 打造和谐美丽乡村示范

隆平五彩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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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设施农业。。 （（本版图片为本报资料图本版图片为本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