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唤醒沉睡资源
增强造血功能

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是缩小城乡差距，
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农村如何发展，成为城乡
融合发展的关键一步。

近年来，大足创新“5513”举措，深入推进
农村“五合一”综合改革试点、“五星村庄”评
选、农房规划建设全周期规范管理服务“一件
事”改革，以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小镇
焕新”“岸上能看景、下河能游泳”三项五年行
动计划，努力推动乡村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
姓富的有机统一。

“五合一”综合改革，是当前大足农村工作
的“一号工程”。改革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试点改革为总抓手，统筹推进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农村宅基地腾退、高标准农田改
造提升、农村土地承包地精准确权等 4项改
革，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耕地、建设用地、承包
地、集体经营性用地“四块地”。

走进拾万镇，五彩斑斓的巨幅“稻田画”格外
惹眼。这片倾注了袁隆平团队大量心血的1.6万
亩优质高产稻示范区，年产水稻1600万斤。村
民们依托五彩稻田养鸭养虾、发展乡村旅游、售
卖农副产品，把稻田经济搞得红红火火。

“五合一”改革启动以来，拾万镇不断创新
举措，狠抓落实，形成了强大的改革合力。不
仅有效扩大了耕地面积，提升了耕地质量，还

丰富了乡村经济形态，为农民多渠道增加收入
提供了有力支撑。

拾万镇协丰社区和长虹村，是去年2月大
足选定的 6个“五合一”综合改革试点村（社
区）之一。截至上半年，大足全区累计整治农
用地 196315亩，新增耕地 11339亩，腾退宅基
地9535户，增加建设用地指标5054亩，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累计入市 103 宗、面积
3281.5亩，相关做法得到农业农村部的充分肯
定。行之有效的改革，有力唤醒了农村“沉睡”
资源，增强了“造血”功能。

评选五星村庄
推动全面振兴

“五合一”综合改革，旨在盘活土地资源。
雍溪镇凉风村正是通过盘活土地资源，从“穷
山沟”变成了“五星村”。

花卉产业是雍溪镇的核心优势产业。
2019年，凉风村整合闲置土地资源，建起了
150亩金丝皇菊基地，大力发展集种植、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花卉产业链。基地一年可为村
集体带来约 16万元的收入，同时每年向村民
发放近6万元的劳务费用。

产业的兴旺，也带动了环境的嬗变。凉风
村鼓励村民修缮房屋、改善环境，用美丽清爽
的村容村貌，吸引更多人前来旅游购物。去年
底，产业兴、百姓富、环境美的凉风村，成功跻

身大足首批“五星村庄”。
去年8月，大足正式启动首批“五星村庄”

评选，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示范
区”建设，对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
振兴”进行“一兴一星”的评星定级。经过3轮
联评联审，共评出 363颗星，总评星率 40.8%。
共评出五星村庄24个、四星村庄16个、三星村
庄22个、两星村庄23个、一星村庄67个。

今年，大足将持续开展“五星村庄”评选，
迭代升级目标体系、工作体系、评价体系，探索
完善人居环境、农房建设、文旅融合等评价指
标，将评选指标与市、区、镇三级对村（社区）的
考核指标深度融合、与区级部门的重点任务统
筹结合，充分运用数字重庆建设成果，评选时
70%指标通过区级部门应用直接提取，切实为
基层减负。同时，对“五星村庄”给予政策、项
目等方面倾斜支持，适时组织现场观摩交流，
持续营造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加
快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改善乡村环境
助民安居乐业

保护和建设好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经
济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坚持
的一项基本方针。大足通过建立农房建设“一
件事一次办”机制，落实“十到场”服务制度，引
领带动乡村风貌全面提升。持续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小镇焕新”“岸上能看景、下
河能游泳”三项五年行动计划，不断优化农村
生态环境。

“老房子修整过后，不管是看起来还是住
起来，都舒服多了！”高升镇旭光村村民刘启
良，谈起新近修整的老宅，总会十分开心。他
说，老宅不仅消除了开裂、漏水等安全隐患，还
新建了院坝、围墙，房前屋后种植了花草果树，
整个居住环境焕然一新。

和凉风村一样，旭光村也是去年底大足评
选出的首批24个“五星村庄”之一。提档升级
的民居、设施完备的广场、多彩秀丽的田园、日
趋便捷的交通……在包括凉风村在内的大足
广袤乡村，环境的变化也改变着人们对农村的
固有印象。

农房建设是乡村风貌改善和生态环境优
化的重要基础，更事关农民切身利益。大足推
动农房规划建设全周期规范管理服务“一件
事”改革，聚焦农村群众建房安全、选址、审批、
风貌管控全过程各环节，统筹推进数字监管、
用地管控、优化审批、代办帮办、农房设计等各
项举措，坚持落实“十到场”服务，实现了农村
自建房安全规范、乡村风貌整体提升。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上，大足以厕所革命
为重点，累计新（改）建农户厕所 1.54万户，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3.9%；以垃圾分类处置
为关键，全区 27个乡镇建立农村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收运处置能力覆盖所有自然村组，有
效治理的行政村比例为 100%；以水污同治为
抓手，200户/500人以上居民聚居点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覆盖率100%，“村庄清洁行动”和“五
清理一活动”覆盖率保持100%。

集镇是连接城乡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当
前，大足按照“点上出彩、线上成景、面上清爽”
的总要求，正在对雍溪、玉龙、石马、宝顶、拾
万、三驱等镇有条不紊开展“小镇焕新”工作。
尤其是雍溪镇已纳入“2022年—2025年全市
美丽宜居示范乡镇”建设，连续 4年每年可争
取市级财政补助800万元，目前完成了雍溪场
镇停车场 12100平方米，农贸市场 1个，公厕 2
座、整治房屋立面9000平方米，房屋屋顶整治

15200平方米，美化了11个重要节点景观等改
造内容，投入资金2700万元，补齐完善了场镇
功能及场镇品质提升。

同时，大足锁定“岸上能看景、下河能游
泳”目标，全面实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截至
2024年7月，全区4个国考、3个市考断面水质
全部总体达标，其中全市最严国考断面玉滩水
库水质已连续4年达标，国考断面鱼剑堤水质
已连续3年升类，全区水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
好、持续改善。漫步濑溪河干流及窟窿河、珠
溪河、高升河等重要支流，岸芷汀兰、鱼翔浅
底、水鸟翱翔的美丽画卷跃然眼前。

目前，大足已成功创建全市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 3个、巴渝和美乡村星级示范村 3个。大
足石刻片区获评第五批重庆市“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拾万镇长虹村荣获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聚力城市更新
引领融合发展

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同时，大足也全力推动
城市更新，促进城市能级提升。聚焦推动“一
中心四组团”向心发展、协调发展，深入实施

“提质、扩容、强核、融圈”行动，把大足打造成
为现代化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样板间”。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
市发展，是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工程。

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左右的龙中路片区，
位于大足母城中轴，是大足人公认的“母城记
忆”。随着时间推移，这里的环境逐渐老化，老
旧的街巷和居民区，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在对龙中路片区的城市更新中，大足因地
制宜地植入大足石刻、龙水五金、海棠香国、红

岩精神等文化元素，厚植城市人文气质，构建
城市步行大道和大足母城发展记忆主轴。根
据相关政策提出“留、改、拆、增”的更新思路，
对老旧居民区配套设施及公共空间进行改善
提升，打造具有大足特色的传统街道和国际化
游览交流的城市客厅。

今年 5月举行的 2023“发现重庆之美”调
查推选活动颁奖典礼暨 2024“发现重庆之美”
品牌提升行动启动仪式上，龙中路被提名“重
庆最美街区”。

城市更新中，大足已先后实施了龙中路、石
刻大道等城市更新项目，2019年以来，改造老
旧小区434万平方米，投用吾悦广场、大融城等
城市商业综合体，新（改）建海棠中学等学校12
所、新增学位1.3万余个，推动大足区人民医院
成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成香国公园、西
禅体育公园、九曲花溪湿地公园等一批公园绿
地，不断实现城市有温度、幸福有质感。

同时，依托成渝中线高铁大足石刻站，加
快建设大足石刻文化城。目前，大足已和四川
美术学院达成了设立分校的意向，一批重点项
目将落地开工。未来的大足石刻文化城，将成
为大足新的城市封面，成为一方投资兴业、安
家落户的首选地。

大足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大足将抓实
“5513”创新举措，大力发展生态特色农业，加
快实现强镇带村富民。持续实施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病有所医等民生工程，努力把惠民生、
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力争
到 2027年，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缩
小到1.8：1。

据重庆日报
图片由大足区委宣传部提供

从试验到示范 融合发展按下快进键

大足 加快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

惜字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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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大足是主城都市区桥头堡城市，承担着连结城乡、联动周边的重任，在全市乃至全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必须走在前、干在先、做示范。
自2019年末跻身首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以来，大足坚持把城市发展作为最大动力，把乡村振兴作为最大潜力，充分发挥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强化乡村对

城市的服务功能，推动城乡优势互补、功能互促、要素互动，努力实现高质量、全方位的融合。
6月召开的大足区委三届八次全会，提出“加快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从“试验”到“示范”，大足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已然按下“快进键”。

香国公园。

三馆一中心。

龙水湖最美赛道。

如梦荷棠·山湾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