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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一片碧绿，秋天是一片金黄。虫唱蛙
鸣，稻香阵阵。世间有许多美丽的风景，但每个人
心中，总有一片属于家乡的稻香田野。

蜿蜒的乡间公路两旁，一幅幅五彩水稻画从
泥土里“长”出来；每家每户家门前都有一小块田
坝……走进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映入眼帘的稻
香田园令人向往。

这里是袁隆平院士工作的第一站，也是在袁隆
平院士的支持下，这里建起了“重庆隆平五彩田园
景区”，现已逐步成为一个集“高科农业、休闲观光、
科普研学”为一体的农旅文商融合田园综合体。

稻田如画，风景宜人。如今，在市、区住房城
乡建委的指导下，拾万镇正积极推进“隆平五彩田
园—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以农房品质、院
落颜值和村落价值提升为主攻方向，大力提升区
域人居环境，深度挖掘区位资源、产业潜力，加快
绘制出一幅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长虹村是隆平五彩田园景区的核心区之一，
自2018年以来，我们就在此打造五彩稻田，使之拥
有得天独厚的本底优势。”拾万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此，围绕需要解决的人居环境、房屋改造风
格等问题，拾万镇积极发挥优势本底，结合稻田特
色文化，充分听取村民意愿，按照“根植本土，地域
特点；因房制宜，量体裁衣；排危拆违，完善功能；
整体协调，各美其美”的提升整治原则，以共商共
建的形式让改造提升改到居民的心坎上。

在改造中，大足区住房城乡建委、拾万镇政
府、长虹村村民代表、设计单位共同商议建设方向
和建设内容，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一户一案推进
项目建设，并按照安居、宜居、乐居三种模式，结合
村民意愿实际，建设项目方案，并在示范片内打造
亭廊、公共厕所等节点设施，更好满足村民们美好
生活的向往。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建设还通过以工代赈
模式组织工人施工，优先选择重庆隆平五彩田园
核心区内本土人才（工匠），尤其是重庆隆平五彩
田园核心区内院落居民，提高群众积极性、代入感
和满意度，实现美好家园的共同缔造。

在人居环境提升的同时，拾万镇长虹村以此
为契机，深入实施“产业富村、人才兴村、文化润
村、生态靓村、组织强村”五大行动，以发展稻渔产
业、乡村旅游、研学产业为抓手，创新乡村治理，统
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目前，该镇每年定期打造大地艺术景观，实现
“春赏花、秋观稻”，年接待游客 30万人次，研学实
践 3万人次。成功引进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重庆分中心，开展水稻新品种研发、试种、
选育工作，建成水稻试验基地 300亩、稻虾综合种
养基地4200亩，年产小龙虾120万斤以上，销售产
值3800万元，让村民群众共享文旅融合的成果，走
好乡村振兴发展之路。接下来，拾万镇还持续高
标准建设隆平五彩田园综合体，全力打造乡村振
兴“样板间”、科技兴农示范区、国家级研学基地、
国家5A级旅游景区，将“隆平文化”“农耕文化”“乡
愁文化”编织成隆平五彩田园的“诗和远方”，让

“隆平五彩田园”更具文化生命力和辨识度。
据《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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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长虹村田园风光。

稻田与农房交相辉映稻田与农房交相辉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