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实以销定产 壮大集体经济

常言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基层社会治理包含方方面面，正所谓群

众利益无小事，所有关乎群众利益的事情，
都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说起基层社会治理，蔡家镇党委书记徐
达有自己独到的感受和见解：“基层社会治理
要想做得好，就要化解好辖区内居民间的矛
盾纠纷和在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上出实
招，尽可能为居民提供最便利的服务。”

蔡家镇按照“大村小社”构想调整村
（居） 民小组 （社），将 54 个小组调整为 105
个，每个小组大约 500 人，并配备 135 名专职
网格员，压实网格员责任和任务，全力推进
疫情防控、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办理领导公
开接访、走访下访、重点约访和群众工作日
活动以及其他信访事项156 件次。

做好了综治网格化建设，基层治理常遇

到的问题如何化解纠纷？为将矛盾化解在基
层，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蔡
家镇着力在调解体系、调解队伍、调解工作
保障上下功夫。成立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1
个，村 （社区） 人民调解委员会 11 个，人民
调解委员会建成率达 100%。建成“驻庭调解
室”“驻所调解室”“信访调解室”“程宝昌
调解室”，全面实现“诉调”“警调”“访
调”深度对接。2022 年，围绕重点人员与群
体的稳控，排查调处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
77 起，长治久安长效机制有效健全，确保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

同时，蔡家镇还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 （室） 与 镇 （村） 综 治 中 心 整 合 建 设 ，
将村 （社区） 法律顾问工作紧密融入到网
格化管理体系与大调解体系中，形成镇综
治中心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村综治

中心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 —网格三级
联动体系。自 2012 年起，该镇开始聘请村
（社 区） 法 律 顾 问 ， 并 实 现 全 覆 盖 ， 全 镇
的村 （社区） 法律顾问均来自当地基层法
律服务所，切实在化解矛盾纠纷、增强群
众法治意识、提升基层干部依法治理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实现精细管理，创新普法形式，
蔡家镇积极培养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和人
民调解员。2022年以来，村（社区）法律顾问
为村 （社区） 干部、“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
员开展各类法律培训 10 余场次，召开法治院
坝会 47 次，受众 4 万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便民服务卡2万余份，并广泛开展“法智”帮
扶活动，为脱贫人员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法律
问题提供意见建议和法律服务。

法治为本，自治为基。有了法治保障，

进一步实现村民自治便是基层治理的关键。
蔡家镇以新开村石包场为试点，探索推进

“网格员+乡贤+农户”共商共治模式，初步
形成了村民自治常态化。院落内有 26 户相对
集中、民风淳朴、村民组织参与度高的住户，
对已建成的人居环境整治示范院落提档升级，
以“乡贤+农户”为发展思路，鼓励农户深度
自治共管，同步推进产业振兴、生态振兴。在
26 户农户的共同努力下，石包场基本实现了
交通便利，水、电、气、路、路灯等基础设施
配套齐全，人居环境清洁卫生，发展产业积
极性强的良好格局。石包场获评区级美丽院
落。新开村获评“重庆市美丽宜居乡村”。

据悉，为全面改善农村卫生环境，蔡家镇
财政还每年挤出资金 70 余万元，采取“政府
补助+农户自筹”的方式，在11个村居均建立
了清扫和清运2支专业队伍，实现垃圾清扫收
运体系全覆盖，打通了农村垃圾村收、镇运、
区处理的“最后一公里”，确保农村垃圾日产
日清，实现了美丽乡村的美好愿景。

蔡家镇地处江津南部，素有“津南明珠”之称。
2022年，蔡家镇坚持“生态立镇、旅游强镇”的发展思路，围绕联结城乡、服务农村、带动周

边的节点镇建设，把蔡家打造成为具有品牌形象的以休闲、疗养、度假、观光为一体的生态旅游
区，形成“ 一心、两带、三区”发展格局。

2022年，蔡家镇地区生产总值 （预估） 15.62亿元，同比增长8.5%；农民人均纯收入 （预
估）23652.37元，同比增长6.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估）42176.26元，同比增长5.5%；
固定资产投资入库3113万元，同比下降4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7405.7万元，同比增长11.2%。

乡村振兴激活力，“津南明珠”耀津南。一年来，蔡家镇深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坚持“创新发展模式、解决发展难题，整合资源力量、壮大集体经济，升华基层治理、激
活乡村活力”，凝聚起全镇人民的强大合力，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让津南这个“明珠”闪耀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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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华基层治理

清溪沟水库 ▲

◀ 扶贫柚子丰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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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然而当前，农

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老龄化严重，农

田出现抛荒、闲置、无人耕种现象，小农户

生产经营面临巨大考验。

2022 年，蔡家镇党委政府深入各村社全

面调查摸底，广泛征求意见，通过全面摸清

家底、深入宣传动员、建好保障机制等措

施，为推进新发展模式落地落实夯实根基，

切实解决乡村振兴中的发展难题。

蔡家镇以福德村为试点，利用市级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整治的 300 亩以及带动农户种

植的 500 余亩耕地，从调动群众积极性，促

进集体经济致富增收出发，结合以往“公

司+农户”模式的优劣情况以及群众想法，

积极探索“公司+土地合作社+农户”土地入

股分红适度规模耕种模式，确保市场、土地

合作社、农户三方效益最大化。一是公司与

土地合作社合作。公司作为市场经营主体，

全面保障资金投入、项目经费、项目运转，

负责对接市场端包含市场开拓、农产品回

收、加工、包装、销售等；土地合作社全面

整合农户土地、组织农业生产，负责对接农

业生产端。项目有盈利时公司与合作社按入

股比例分红，项目亏损时由公司兜底保障，

尽力确保合作社“零支出、零风险、有收

益”。二是土地合作社与农户合作。农户无偿

将土地交给土地合作社，由土地合作社入股

公司进行集中统一耕种。合作社与农户建立

双重利益联结，农户一是获得土地入股分

红，其中包含保底分红以及项目盈利增值分

红，二是获得劳务收益，合作社采取与农户
签订劳务协议的方式，实现农户就近务工。
通过利益联结机制，2022 年春季共集中 310
多户 900 余人累计 500 余亩耕地进行试点；秋
季轮作250 余亩油菜，100 余亩稻油。

同时，福德村还积极发展其他农业产
业，并初见成效：种植红心蜜柚 400 亩，年
产量达 40 万斤；种植花椒 1500 亩，正逐步投
产，现年产量 30 万斤；种植麻竹 700 余亩、
臭黄荆 400 余亩；引进企业养殖毛驴 300 头。
建有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电商站点，注册

“津采福德”品牌商标，扎实推进产业发展，
努力破解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增收难，
撂荒地无人耕种，粮食生产安全等问题。

创新发展模式 解决发展难题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
必由之路，也是巩固基层政权的重要基础。

“为帮助村集体经济增收，防止重点人群
返贫，蔡家积极着力发展订单式农业，让村
民增收省心，促集体经济不断壮大。”蔡家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周治游介绍。

蔡家镇以茅湾村为试点，采取“农作物+
中药材”轮作的方式，探索“公司+产业合
作社+农户”的以销定产模式，提高土地经
济 收 益 。 探 索 成 立 村 集 体 责 任 有 限 公 司 ，
由公司与中药二厂签订订单农业协议，中
药二厂对农户提供技术指导，作为发展泽

泻、紫苏、薄荷、金银花等中药材种植基
地试点，并于 2021 年小规模种植泽泻试点
成功。2022 年，在公司的整体框架结构下
成立产业合作社，以产业合作社为主体申
报衔接资金项目种植中药材 100 亩，带动农
户 发 展 泽 泻 产 业 ， 有 效 提 高 土 地 利 用 率 ，

盘活闲置资源。待项目大规模投产后可推
广运行，并建设农产品初加工、深加工工
厂，进一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2022 年茅
湾村积极发动农户种植中药泽泻，预计户均
增收3000 元。

此外，茅湾村在逐步探索以销定产订单
式农业的同时，还发展水稻 1200 亩、花椒
1200 亩、红心柚 410 亩、小水果 200 亩、茶叶
200 亩、油茶300 亩，年出栏跑山鸡3万余只。

升华基层治理 激活乡村活力

本版图文由黄昌怀 周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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