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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06

本报讯（记者 胡斌）记者日前从
贵州省交通强国试点建设情况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现已完成创建
“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市 6个、省级
示范县 83个，超额完成试点预期任
务目标。

围绕乡村振兴规划布局，贵州推
动农村公路向六大产业基地、旅游景
区、农业坝区延伸，全省新改建农村
公路 6953公里，新增 24个 100亿元
以上工业园区、103个 3A级以上旅游
景区连通二级及以上公路，1725 个
500亩以上农业坝区实现等级公路全
覆盖，1166个乡镇中有 721个乡镇实
现三级及以上公路通达，推进农村公
路提档升级取得新成效。

为抓好全省民生实事任务，贵州
改造农村危桥 583座，完成村道安防
工程 1.2万公里，农村公路本质安全
持续提升。同时，建成美丽农村路 3.4
万公里，构建遵义市“一环九带”等美
丽农村路经济示范走廊 1.2 万公里、
建成 5000公里，形成一批特色产业
的聚集带、地域文化的展示带、人气

旺盛的游憩带。其中，湄潭 27°茶海
路、播州区枫元至苟坝红色乡愁路入
选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黔东南中
国乡村旅游 1 号公路侗乡精品旅游
环线入选全国首批交旅融合典型案
例。

贵州构建共建共享长效机制，
研发贵州省“四好农村路”综合管理
系统，将农村路与经营性项目一体
开发，形成“路企共管、以产养路”的
良性循环，同时全面推行县乡村三
级“路长制”，农村公路管护 100%纳
入村规民约，分类有序推进养护市
场化。此外，通过实施以工代赈，拓
展了群众就业渠道。2023 年开发施
工员、护路员等公益性就业岗位 5
万余个，年人均增收达 8000 元以
上。

下一步，贵州将聚焦服务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
档升级、着力打造路旅融合示范项
目、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提质增
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四在
农家·和美乡村”提供农村交通保障。

□冉金鹭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天山绿水共一色，清风拂面微
徐来，人杰地灵才辈出，云雾缭绕锁
灵山……”近日，在唯美的《说唱云雾
山》歌舞表演中，四川广元市朝天区
云雾山镇中坝村首届“相约中坝”乡
村文化旅游节在中坝村月台花溪谷
心形广场举行。

据了解，此次乡村文化旅游节以
“文化传承、乡风文明、魅力中坝”为
主题，包含文艺表演、体育游戏、传统
文化技艺展示、特色农产品展销等系
列主题活动，旨在持续挖掘农业文化
遗产，推动传统农耕文化和现代文明
融合，盘活乡村农业、文化和旅游资
源，培育农旅文融合新业态新模式，
打造乡村文旅品牌，激发新时代乡村
振兴的文旅活力。

开幕式上，《说唱云雾山》、川剧
《变脸》、乡村知客说、《猴王》、动感现
代舞表演等节目相继上演，为现场观
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文化盛宴，
抽奖环节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
潮。

同时，活动现场还设置有打铁、
竹编、草编、酿酒等传统技艺展示点
和农特产品展销区、儿童游乐区等，
现场观众可以免费品尝土法酿出的
美酒，体验学习打铁、竹编等传统技
艺，还能进行亲子互动。

“活动非常精彩，现场也十分热
闹，我最喜欢川剧《变脸》表演。接下
来几天我也会带着亲戚朋友，来花溪
谷看美景，品尝美食。”“我们大家都
在积极参与，希望今后中坝村的发展
越来越好。”精彩的表演、有趣的体验
活动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乡村文化
旅游的新气象。
“以活动带动乡村文旅融合发展，

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乡村文化新
‘IP’。”云雾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中
坝村充分利用山林秀美、河溪环绕的
优越资源发展旅游业，在乡村振兴、农
旅经济、基层治理等方面取得积极成
效，对外的知名度、美誉度节节攀升。
今年 4月开园营业的月台花溪谷，更
是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壮大了集
体经济，也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近年来，朝天区云雾山镇大力推
进实施乡村旅游提质行动，通过完善
旅游基础设施、丰富乡村旅游业态、
打造精品乡村旅游产品等举措，助力
乡村振兴。目前，该镇已策划开发了
云溪康养运动“一廊”，峡谷瀑布、云
台寺遗址“两点”，文化康养花海、运
动康养娱乐、药膳康养民宿“三区”；
积极打造游园赏花、水上娱乐、农耕
文化等体验活动，以多元化方式留住
游客。

□本报记者李鹏飞

为扎实履行社会责任，助力乡
村振兴工作深入推进，切实解决农
村群众农产品售卖难题，进一步增
加脱贫群众经营性收入，近日，德阳
市数字经济商会执行会长、轮值会
长、四川睿智嘉禾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田睿率部分会员企业赴四
川省德阳市中江县集凤镇新龙村开
展“以购助扶”活动。商会执行会长、
四川鼎联鸿邦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延明参加活动。

活动前，田睿一行前往部分农户
家中进行走访，深入了解农村群众的
生产生活等情况，预定帮扶农产品，
并代表商会致以新年慰问。

据了解，此次活动，德阳市数字
经济商会向集凤镇新龙村村民集中
采购了价值 2万余元的土鸡、猪、兔

畜禽和南瓜、大米、花生等农副产品，
有效解决了农产品销路窄、农民群众
进城销售运输和时间成本高等问题，
同时也让商会会员享受到绿色、优
质、放心的农产品，实现了购销双方
互利共赢。

田睿表示，开展“以购助扶”活
动，不仅能够畅通农产品销售“最后
一公里”，有效解决农产品滞销难题，
还可以有效激发农村群众发展产业、
勤劳致富的信心与决心，让群众得到
真正实惠。下一步，德阳市数字经济
商会将继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
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不
断探索帮扶新举措、新模式，多渠道
助力农民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
战略深入推进贡献数字经济商会力
量。

首届“相约中坝”
乡村文化旅游节举行

冬日送暖见真情
“以购助扶”解难题

德阳市数字经济商会赴中江县集凤镇开展帮扶活动

贵州 721个乡镇
实现三级及以上公路通达

筑牢“巴山粮仓”端稳“粮食饭碗”
———达州市宣汉县坚定不移实施“农业兴县”战略纪实

近日，贵州省黄平县新州
镇“红色助农直播团队”的党
员志愿者深入良田村脐橙种
植基地开展直播带货，助力冻
橙脱销。

近年来，黄平县通过党建
引领积极拓宽群众的增收渠
道，引导群众利用山坡地、干
旱地等低产土地，种植脐橙等
特色精品水果，并通过“互联
网 +”形成“线上产业”，助力
“山货”出山，带动群众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潘江平摄

直播带货
“山货”出山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聚焦重
点发力、落实落细措施，不断提升
政务服务水平，为各类经营主体
参与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营
造良好投资创业环境。

纵深推进审批制度改革。持
续精简行政许可事项，部级实施
事项累计压减近 50%，指定地方

实施事项取消调整 30%，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实现“证照分离”改革
全覆盖清单管理，97项证明事项
实行告知承诺制。深入开展“减材
料、减环节、减时限，优化审批服
务”活动，建立农药登记信息员、
兽药行政许可联络员制度，切实
为企业降成本、增便利。目前，许

可事项全部“网上可办”，50%的
事项实现全程电子化。

不断畅通资本投资渠道。编制
年度《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
并指导地方贯彻落实，明确社会资
本投资重点领域，激发社会资本投
资活力，规范社会资本投资行为。

大力支持企业减负纾困。严

格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
策，做好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账款清理工作，严防新增拖欠账
款。强化乡村建设领域招标投标
管理。积极深化农业对外开放。通
过借鉴国际经验，促进地区农业
投资贸易及优势产业集群发展。

郁静娴

农业农村部：

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创新机制———
蹚出农业服务“新路径”

“现在从土地里找的钱更多
了，人反倒更省心更省事了。”走
进宣汉县君塘镇大渔池村社会化
服务点，村党总支部副书记廖洪
辉乐呵呵地说，“省心省事源于农
业专业合作社引入土地托管机
构，帮乡亲们请‘土地管家’，从种
到收一帮到底。”

近年来，宣汉县蹚出一条契
合盆周山区实际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新路径，经过持续的尝新、试
错、纠偏，一套被当地形象称为
“三四三”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
机制逐渐成型，为创建国家农业
现代化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

如何保障农业社会化服务持
续高质量推进？宣汉建立“县农业
社会化服务中心、乡镇（街道）农
业社会化服务站、村（社区）农业
社会化服务协办员”县乡村三级
服务体系，形成有机构、有阵地、
有人员、有平台、有经费的实质化
运转工作态势，形成全时段、全链
条、全域覆盖的工作格局。

为确保 142家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持续增强战斗力，宣汉为
其量身定制了作业奖励、政策激
励、考核激励以及人才培养四项
保障措施。宣汉规定，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只要完成面积 1000 亩
以上，便可获得最低亩均激励资
金 10元；服务面积若超过 10000
亩，亩均激励资金可提升到 40
元。在购买农机和贷款等方面，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还可享受购机
奖励和贷款贴息。对部分优秀的
农业社会化组织，宣汉还提供优
先使用闲置资产、优先实施服务
项目等优待支持。

该县出台了关于开展农业社
会化服务操作要求及收费的指导
意见，对水稻、玉米、油菜等主要农
作物在机耕、机播、机防、机收、机
烘、施（追）肥、秸秆粉碎还田等不
同环节操作要求和收费提出了指
导意见。对积极参与全程社会化服
务的监测户、规模经营达 100亩的
种粮大户（主体）、连片治理撂荒耕
地且规模经营 50亩以上的村集体
经济组织，分别按其全程社会化服
务费用的 50%、20%、20%予以财政
补贴。同时，还搭建起农业社会化
服务平台，农户可以通过农事需求
线上下单，在家即可方便对接农业
社会化服务。

如今，宣汉立足盆周山区地形
地貌实际，搭建“1+37+392”县乡
村三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蹚出
“育、耕、种、防、收、烘”等农业全过
程社会化服务新路径，破解农户在
生产中“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
划算”等普遍性问题，绘就田园新
景，筑牢“巴山粮仓”。

智慧农业———
插上农业生产“新翅膀”

走进坐落在宣汉县大成镇的
肉牛现代农业园区，一座蜀宣花
牛现代农业科技展示馆映入眼
帘，室内除了展示一些有关蜀宣
花牛的文化、科技及产品外，还有

宣汉县域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
点击可进入全县每个乡镇现代农
业园区，查看各园区各类监测系
统发来的数据和图像。

据宣汉县农业农村局总畜牧
师张亮介绍，宣汉蜀宣花牛是历
经 30 余年培育而成的乳肉兼用
型牛新品种，是建国以来全国第
六个、南方第一个培育牛新品种，
被列入国家肉牛优势产业集群。
目前，宣汉肉牛存栏 19万头、年
出栏 11万头。

近年来，宣汉县充分发挥在
装备制造和数字经济领域优势，
为农业生产插上“科技翅膀”。一
方面，依托农机装备创建农事服
务中心，开展盆周山区新机具研
发推广，提升全县农机化水平；另
一方面，充分运用县域智慧农业
大数据平台，构建“空天地”立体
监测体系。
“我们通过园区化、设施化、融

合化、绿色化、数字化‘五化’推动
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工作，
‘五化’以园区化为核心和载体，其
余四化为内容和手段。”宣汉县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曾鑫说，该县确立
以肉牛和粮油为核心，以牛、药、
果、茶、菌等优势特色产业为主导
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体系。

目前，该县成功创建省、市、
县级现代农业园区 20个，共规划
园区 33个。

农旅融合———
延伸农业效益“新链条”

“我抢抓月亮坪乡村振兴

示范区建设的大好机遇，顺势
而为，投资修建‘星月居’民宿，
自营业以来，生意十分兴旺。”
在宣汉县毛坝镇天坪村，村民
侯正伟正在张罗着自家民宿的
生意。

提起月亮坪乡村振兴示范
区，侯正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滔滔不绝地讲述该示范区辐射带
动周边老百姓发家致富的精彩故
事。目前，该村正式运营的民宿有
7家，让老百姓乘风搭乘旅游“快
车”，蹚出一条独具乡土特色的旅
游产业致富路。

近年来，宣汉县认真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
推进农旅融合发展，以农兴旅、以
旅促农，生态“颜值”逐步转化为
经济“产值”，助推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在宣汉各大景区，类似侯正
伟一样吃上“旅游饭”的人越来
越多。在巴山大峡谷景区，村民
黄金美也是受益人之一，乘着巴
山大峡谷文旅扶贫景区开发的
东风，创办了一个独具土家民俗
风情的特色酒店，生意十分火
爆。
“我县大力实施‘文旅靓县’

战略，积极探索‘农业 + 旅游’
融合发展模式，闯出了一条农旅
融合发展‘新路子’，带动当地农
民‘大增收’，绘就一幅推进农业
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
富裕富足的振兴蓝图……”宣汉
县文体旅局局长吴熠满怀信心
地说。
张平漆楚良周浩瀚符艳文 /图

近日，走进四川达州市宣汉县桃花镇桃花坪村高标准
农田项目建设现场，只见施工人员正在加紧进行田型调整
作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

据宣汉县高标准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农建股股长张华
介绍，2023年，该县在 10个乡镇 34个村分片分点新建和
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8.1万亩。目前，全县累计建成高标
准农田 80余万亩。

近年来，宣汉县坚定不移实施“农业兴县”战略，以推
进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为抓手，健全农业服务机
制，创新发展数字化农业，积极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奋力打
造“田园新景、巴山粮仓”振兴标地，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