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河为名，因水而兴。
在津西南川渝结合带，坐落着一个古朴苍劲的小镇——塘

河镇。这个千年古镇，民俗民风朴实无华，环境优雅风光如画。
走进塘河古镇，除了让你感受到厚重的文化、茂密的森

林、险绝的崖洞、迷人的色彩外，更能让你看到干部群众负
重拼搏、真抓实干的一幕幕场景。近年来，古镇游渐热，
来这里见证古镇之美的人也越来越多，陶醉之余，大家也
留下了这样的评价：和善古镇、“醉美”塘河。

过去五年，塘河镇围绕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坚持“11454”发展思路，突出抓好文化旅游、乡村振
兴、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各项工作，着力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实现全镇
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向人民群众交出了一份厚重
提气、硕果累累的答卷：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 4.81%；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5 万 余 元 增 长 到 2.1 万 余 元 ， 年 均 增 长
7.06%；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9 万余元增长到 3.8 万余元，年均增长
5.6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五年前的
2.7 倍。

五年来，塘河镇还先后荣获“全国
美丽宜居小镇示范”“川渝最美历史文
化名镇”“重庆市文明单位”“重庆市
级卫生镇”“重庆市最美旅游小镇”

“江津区文明镇”等称号。

五年来，塘河镇扎实推进民俗文化旅游
名镇建设，年接待游客20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2000余万元。清源宫成功申报为重庆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廷重祠（孙家大院）成功

申报为重庆市优秀近现代建筑。成功举
办闹元宵、川主庙会文化节、古镇龙舟
文化节、塘河婚俗展演等文旅系列活
动，在“第八届渝川黔古镇龙舟文化
节”期间，央视新闻移动网络现场
直播观看人数63.2万人次，百度
SEO 搜索值 3.72 万余条。持续

打造影视基地，组织参加江津“双晒”、《乡约》等
拍摄11场次，《重庆谈判》《月光武士》《白羽流
星》等80余部影视作品在此拍摄，“塘河婚俗”在
央视《乡土》栏目热播，登上江津城市形象宣传
片，同时获评“全国终身学习活动品牌”。

五年来，塘河镇干部群众接续奋斗，乡村振
兴战略与脱贫攻坚战无缝衔接，乡村振兴扎实推
进。该镇主导特色产业不断壮大，目前发展荔
枝3000亩、龙眼1000亩、硐寨柚900亩、高山冷
水鱼200亩，创建春融雾针（绿茶）等绿色食品
商标5个、富硒产品商标5个，“国家荔枝龙眼产

业技术体系重庆综合实验站示范基地”落户塘
河。持续办好塘河龙舟文化节、川主庙会，开展
塘河婚俗展演活动，市区镇送文化下乡67场。
创建清洁村庄3个，完成石龙门村“五沿”区域
旧房整治提升项目和学堂湾、塘十井、三楠祠等
大院整治；开展“村庄清洁户”“文明新风进农
家”等活动，评选最美家庭19户，创建最美院落
10个，石龙门村荣评“重庆市首批美丽宜居乡
村”“重庆十大最美乡村”“江津区文明村”，硐寨
村被评为“绿色示范村”。

五年来，塘河镇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有序盘活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和资
金。仅去年，实施壮大集体经济项目 3 个，石
龙门村黄角丘水库整治利用、硐寨村益农信息
社电商项目、滚子坪村 20 万斤瘦身鱼基地基
本建成，实现村民劳务收入49万元。坚持“一
村一企”，培育壮大集体公司4家，通过承接人
居环境整治、天然气安装、市政设施维护等，石
龙门村润民实业公司、硐寨村硐天实业公司、
滚子坪村坪顺实业公司、古镇社区荔乡公司共
解决就业岗位 200 余个（次），村集体收入 75.8
万元。

五年来，塘河镇在推进脱贫
攻坚战中坚持精准方略，动态识
别调整11次。盯紧“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住房安全、社会保障、稳岗拓

岗、金融扶贫等一揽子扶贫政策，创新
“分色管理”，完成危房改造286户；教育政
策全覆盖，实现零辍学零失学；贫困人口住

院自付比例控制在10%以内；农村实用技术、“智志双
扶”培训1200余人次，帮助就业659人次，开发公益性
岗位92个；花椒、水果、畜禽三大扶贫主导产业覆盖
贫困户181户618人；动态纳入低保125户148人；饮
水安全全面保障。315户957人脱贫减贫任务全面完
成，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五年来，塘河镇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用力。
全面落实河长制、林长制，推动塘河山水同治，开展

巡河巡库1300余次，整改问题37个。常态化开展
禁渔打非断链专项行动，查获非法捕捞案件5件，
打击违法犯罪嫌疑人11人；依法处置“三无船舶”3
艘，退捕转产渔民3人。配合开展“绿盾行动”，拆
除并复绿自然保护区内砖厂1个、养羊场1个。

五年来，塘河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有
为有效。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电信诈骗，大力开展
反假币、扫黄治赌禁毒活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群众安全感明显增强。特别是去年以来，塘河
镇召集白鹿、石蟆等川渝毗邻8镇召开联席会议，
签署平安建设合作联防协议，共建塘河、白鹿综合
调解室，制定“五联”工作措施，形成以司法、公安、
综治治理执法部门为主，村居干部、网格员、基层党
员一体的矛盾纠纷调解和应急救援联合队伍，开
展交界地区联合巡逻4次、联合交通执法4次、劝教
23人、组织矛盾纠纷排查调解5次。

三大攻坚战成绩显著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五年来，塘河镇大力实施“五大行动”，强化
系统治理，顺利完成接受中办调研组生物多样性
保护回访督查、市第八环保督察组督察江津迎

检、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等工作。与合
江白鹿、石龙，江津白沙、石蟆建立五镇

联合巡河机制，常态开展巡河护河和
“三乱”“三排”整治、提升“三率”工

作。新修西区污水处理厂，新建

污水管网1.8公里，累计整治破损污水管网9处，
清理河道漂浮物、河岸垃圾2800余吨。

同时，全面开展自然保护地、禁养区、限养区
养殖场专项整治，取缔养殖场19家，拆除圈舍
6500余平方米。塘河断面检测情况良好，水质稳
定保持Ⅱ类标准。全面打好蓝天保卫战，突出控
制交通、扬尘、焚烧秸秆等污染，开展专项巡查
620余次。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深入推进垃圾分

类，统筹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测土配方施肥、
秸秆还田等工作。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完成国土
绿化1.4万亩，大力防治松材线虫病，未发生森林
火情火灾。2018年，塘河获评“重庆十大最美河
流”称号，并成功入选全国最美家乡河流；2019
年，滚子坪村被评为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

五年来，塘河镇狠抓镇村面貌提升改造，
完成塘南路建设 5.6 公里、农村公路建设超 33

公里、泥结石路 8.35 公里，安装波形护栏超 12
公里，农村公路加宽 68 处，新建入户便道超
28公里；完成连接线综合景观整治、古镇基础
设施建设等重点项目建设。整治山坪塘 79
口，整治违章建筑 5300 余平方米，实现光纤、
4G 网络全覆盖，5G 网络覆盖到场镇。2017
年，石龙门村、硐寨村被评为重庆市首批历史
文化名村。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镇村面貌日新月异

和善古镇 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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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事业企稳向好 乡村振兴扎实推进

塘河镇廷重祠（孙家大院）

塘河婚俗展演

电影《月光武
士》在塘河开机

塘河古镇龙舟文化节塘河古镇龙舟文化节

塘河镇扎实开展“安全生
产三年行动”，加大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的监管，开展大排查大

整治大执法专项行动29次、联合
执法300余次、路检路查750余次，

整治隐患150处，纠违1.5万余人次，
未发生一起较大事故。2021 年，实施

古镇景区管理体制改革，委托古镇社区集
体公司经营管理，开展古镇古庄园消防专项
评估，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 33 份。强化应
急管理，建成应急队伍150人，开展应急演
练 15 次。强化社会面管控，新增摄像头

233个，深化“枫桥经验”江津实践十项行动，扎
实开展矛盾纠纷“控增量减存量防变量”三年行
动，化解矛盾纠纷 589 件，维稳安保工作获区
委、区政府“集体嘉奖”2 次，石龙门村被评为

“普法依法治理民主法治示范村”。
塘河镇持续推进民生保障。全面抗疫情，

该镇召开疫情防控专题会22次，统筹调度疫情
防控工作；全覆盖社区排查4万余户次12万人
次，居家医学隔离观察184人；完成新冠疫苗接
种2.3万余剂次，做到应接尽接。全力战洪水，
面对2020年“6·27”洪峰过境古镇被淹险情，转
移群众178人，发放救灾资金23.5万元，无人伤

亡。大力抓教育，落实“双减”政策，修建中学学
生住宿楼和小学教学辅助用房；完成社区教育
培训250余次。着力抓文化，建成重庆市第一批
国家一级综合文化站和文化中心户5户、文化健
身中心1个，15分钟文化圈初步构成。用心抓公
共卫生，开展场镇公共外环境病媒生物专业化
防治 5 次，开展孕优检查 126 对、宫颈癌筛查
1900余人、乳腺癌筛查1600余人，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率达95%以上；新建旅游厕所3座、农村无
害化厕所改造701户、“三格式”化粪池845户。
用情兜好底，全面落实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临时
救助等系列政策，做到“应救尽救、应退尽退”。

平安建设再创佳绩 社会民生全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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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塘河镇将紧紧围绕“1145”
发展思路，即：坚持一个思想，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抢抓一个契机，抢抓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契机；瞄准四个定位（一点
三地），把塘河建设成为川南渝西融合发展
战略支点、渝川黔金三角旅游目的地、山清
水秀生态之地、高品质生活幸福之地；以乡
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实施五大计划：文旅
强镇计划、做靓文化名镇，生态康养计划、做
美宜居小镇，产业振兴计划、共建富裕村镇，
普惠民生计划、共享福祉之镇，法德共治计
划、共创和善古镇。

“1145”发展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