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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毕桥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美不胜收的乡村
秀丽景象：一条条柏油路横贯村庄，一盏盏太阳能路
灯屹立路旁，一座座白墙灰瓦的院落村舍整齐排列，
家家户户庭院干净整洁，房前屋后被小花园、小菜园、
小果园围绕……

远远望见掩映在一片农田之中的“云乡愁”农家
乐，四周阡陌纵横，沿途还有流水、花卉等。向农家乐
靠拢，发现这里挤满了用餐的游客，“4 号桌一个烧
白、一个青椒肉丝、一个蔬菜汤。”服务员有序地接待
游客、下单，厨房则有条不紊地准备菜品、出菜，虽然
忙碌，但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今天是周末嘛，现在又是中午，吃饭的游客当然

多了。”农家乐老板卢云一边笑脸迎客，一边介绍说，
他以前长年在外打工，2020 年看到家乡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实施农旅融合，便回家开了农家乐。三年来，
生意一年比一年好，现在旺季每月有 4万多元的收
入，还会请上几个临时工，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

据了解，毕桥村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为总揽，以“大美垫江·毕桥乡愁”为主题，以“毕
桥产业四业态”为载体，今年以来通过举办“四季乡
愁”主题活动 8场、明月汖新春三天乐等节庆活动 2
场、庙会展会等 4场，已吸引游客 2万余人来到毕桥
体验乡村文化、找寻乡愁情怀。

近年来，沙坪镇致力解决产业融合浅层次堆积，
一二三产业联动不够的问题，以乡愁、乡见、乡趣的
“三乡”系列为主线，繁荣业态，培育注册“明月汖”品
牌商标，将产业发展、特色农副产品、生态休闲观光旅
游串珠成链一体打造农业接二连三的农文旅融合发
展全链条品牌体系。

该镇围绕“乡愁”筑牢基底，依托种业小镇打造区
域性农业生产品牌，在李白大坝、明月大道沿线等重
点区域布局 6000亩油菜、5000亩水稻、1000 亩菊花
等具有观景效应的种植业，擦亮花名片、构筑大景观，
形成农业园区化、园区景区化、农旅一体化。同时，感
知“乡见”固化品牌，深挖本土产业资源，开发销售经
营“明月汖”的农特产品，推出菊花茶、菊花酒、生态水
等文创产品。

此外，立意“乡趣”做大流量链，着力打造“四横三
纵”的沉浸式精品旅游线路，鹞子溪谷迅速成为川渝
近郊夏日避暑胜地，溪谷野火锅从无到有迅速引爆线
上线下，山水牡丹篮球队斩获全市首届村“BA”亚军
跨出西南，明月汖品牌的“流量”变游客的“留量”、产
业的“增量”，已经走出一条具有沙坪特色的农文旅融
合高质量发展路子。今年上半年，该镇“三乡系列”实
现营收 476万元，利润 44万元，极大促进了沙坪镇农
文旅融合发展。

积极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奋力打造乡村振兴
“升级版”。接下来，沙坪镇将纵深推进“433”工作机
制，进一步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做实镇集体股份经
济合作联合总社，发展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持续
推进农村改革，努力争当明月山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的探路者、模范生。

特约记者陈阳德渝
（图片由重庆市垫江县沙坪镇政府办公室提供）

重庆市垫江县沙坪镇———

农文旅深度融合 乡村振兴写新景

核心提示：

产业更加兴旺、生态更加宜居、乡
风更加文明、治理更加有效、生活更加
富裕……金秋时节，走进全国农业产业
强镇、全市乡村振兴示范镇———重庆市
垫江县沙坪镇，我们看到的是乡村振兴
的蓬勃气象，是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
强劲势头。

在这里，毕桥乡愁示范点巩固拓
展，成为乡村旅游目的地；以回龙河沿
线、渝巫路沿线、明月大道沿线为主线
的产业更为丰实，实现景观效应和经济
效益；明月汖面上突破燃爆，鹞子溪谷
成为网红打卡地，四横三纵骨架基本形
成……

今年以来，沙坪镇紧紧围绕县委
“345”目标任务，以打造“农文旅样板”
为目标，探索“433”工作机制，进一步推
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绘制农、文、旅三大
业态，做深做实旅游康养镇和特色产业
镇，打造融合互通的乡村振兴实践图。
2023年上半年全镇集体经济组织经营
性总收益达 476万元。

在沙坪镇竹鸡村种植基地，秋收后的村民们又忙开了，开
始了新一轮的种植。

曾经，因为农户个体种植规模小、品种单一、技术欠缺，收
成不高。为了突破这一瓶颈，沙坪镇创新实施跨村党建联建，
把资金、土地、信息、人才等资源进行整合利用，让村民收益有
了保障。

竹鸡村党支部书记介绍说，他们将周边发展定位相同的
村组织起来，将各种资源整合，从相互竞争到抱团发展，有活
一起干，有钱一起赚，实现了村与村、村集体和村民的多赢。这
种“跨村联建”不仅能增强种植业抵抗风险的能力，也有利于
新业态的发展。

据了解，沙坪镇坚持突出党建引领，实现文化产业既塑形
又铸魂，以跨村党建联建、集体经济联营、和美乡村联创、强镇
富民联享的“四联工作法”为牵引，创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思
路，整合资源，抱团发展，实现产业兴旺，持续激发村镇发展内
生动力，群众生活幸福指数显著提高。

该镇按照村情相近、发展趋同的原则，将全镇 19个村（社
区）按社区基层治理、旅游康养、特色产业三大功能分区域联
建，组建 4个功能型联合党委，高位推动基层党建由“组织覆
盖”向“功能提升”递进。

同时，联合全镇 19个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立沙坪镇
股份经济合作联合总社，按 4个功能型联合党委相应设立 4
个业务部开展经营活动，推广“项目包装自下而上”和“项目实
施自上而下”两种机制，统一品牌创建、经营管理、分红标准，
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层次、多业态、多形式立足农村走向市
场，让全镇各村（社区）变资源独享为雨露均沾，实现共创共赢
共富。

此外，建立“大社区、小网格、多哨点”工作体系，成立镇基
层治理指挥中心，明确沙坪、母安两个大社区，划分 28 个网
格，建立 N个独立哨点，开展干部、群众、一般群众、困难群众
分类积分，常态化开展“五美”村居评选，推动乡村由表及里、
形神兼备全面提升。

该镇还以产业带动群众增收，集体经济收益向群众分红
比例提高至 50%以上，群众增收物质富足，挖掘提炼母安“孝
善”文化，常态化开展乡愁四季文艺汇演，将文化“软实力”转
变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硬杠杆”。

“几年前，村里组建毕桥乡愁文化发展旅游公司，想动员
村民以土地入股，把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利用。不料，一
些村民思想保守，宁愿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耕作，甚至让土
地闲置，也不愿拿出来搞旅游。”毕桥村一位村干部深有感触
地说。

好在一位返乡创业的村民带头“吃螃蟹”，将自家的承包
地入股公司，又将破破烂烂的农舍院坝进行翻新，搞起了农家
乐，在其带动下村民的思想渐渐有了转变，全村幅员面积 1.8
平方公里最终被纳入整体规划。村里依托当地特有的箩篼文
化，铺设了箩篼路，修建了竹园、箩园、席园等文化景观带，主
打农文旅融合。
“我们直面当前农村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要素保障不到

位、资金物资乏力等制约因素，以‘三变’改革、‘三权’分置、
‘三社’融合的‘三改’为具体抓手，盘活全镇资源，强化要素保
障，增强经济造血功能，为基础建设提质塑形提供有力支撑。”
沙坪镇党委书记夏勇坦言。

突出“三变”改革，创新发展模式。
模式创新是农村“三变”改革进程中的重中之重。为切实

解决全镇农业产业管理粗放、规模较小，各行其是、利益联结
不紧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沙坪镇积极探索、科学统筹，在深
入实践总结的基础上，提炼了两种模式：集体入股+大户包干，
即村民将土地入股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保底分红，村集体以
包干方式发包至大户自主经营；集体入股+农户合营，即村民
将土地入股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保底分红，村集体经济组织
统一发展，农户参与合伙经营，后期产生收益后二次分红。通
过两种模式的协同推进，最大限度统筹全镇资源要素，既发挥
大户作用，又保证集体收益，更最大限度惠及了广大群众。

突出“三权”分置，加强土地储备。
面对“有地不种”的情形，沙坪镇分置承包地经营权，深入

探索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集体统一经营、农户土地入股等多种
方式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模式，大力推进土地宜机化改造，共完
成高标准农田整治、土地宜机化整治 3万亩，各类经营主体入
股或流转土地 15700亩；面对“有房不住”的情形，分置宅基地
使用权，大力探索农户闲置房屋使用权入市交易，目前已在竹
鸡村、环大村、东印村开展试点工作。

突出“三社”融合，构建融合机制。
面对资金、物资流通乏力问题，沙坪镇积极推动经营主体

融合，由县供销社和镇联合总社组建融合发展经营主体，从事
经营活动。推动经营项目融合，共建区域性为农服务中心，从
事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金融业务融合，该镇与县农村商业银
行合作开展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行动，毕桥村、竹鸡村 1385人
获金融授信 1052万元；量身定制金融产品，推出乡村振兴创
业担保贷，2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获
重点扶持 4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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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花大观园

东印茶山

明月汖·菊花基地

李白村高粱基地

沙坪镇水稻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