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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一：
145.27万亩粮食播

种面积坚决守住粮食安
全底线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大力实施“稳粮扩油”工程，开展
粮油单产攻关提升行动，积极推广

“水稻+”“油菜+”的粮油轮作模
式 ， 努 力 稳 定 粮 油 种 植 面 积 和 产
量 。 全 年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145.27 万
亩、产量 64.35 万吨，均超额完成市
级下达任务。

亮点二：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底线

常态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扎实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大整改”

“四提三改”等行动，动态清零“三
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突出问题，
实 施 促 进 低 收 入 脱 贫 人 口 稳 定 增
收、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脱贫人
口稳岗就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督查问效等 38 条措施，进一步压
实工作责任，“一对一”帮扶精准落
实，全面防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2023 年脱贫户人均纯收入 19736 元、
同比增长15.6%。

亮点三：
“四项行动”全面推进

高 标 准 农 田 改 造 提 升 见 物 见
效，“投、建、用、管、还”一体谋
划、一体推进，实现“一田多产、
一水多用”，建设高标准农田 10.6 万
亩，其中完成新建高标准农田 8 万
亩，改造提升示范 2.6 万亩。做好

“土特产”文章，推动以花椒产业为
主导，柑橘、甘薯等产业为辅助的

“一主两辅多特”优势特色产业全产
业链发展，建成全市最大甘薯品比
园，“重庆江津花椒栽培系统”成为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SGS 花椒
检测认证中心正式落地。实施“经
营增收、就业增收、惠农增收、财
产增收、以城带乡促增收”五项增
收计划，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
缩 小 。 坚 持 “ 点 上 示 范 、 区 域 带
动、全面推进”，积极推动先锋全域
城乡融合发展，永兴黄庄、吴滩郎
家和美乡村试点，目前鹤山坪农业
公园、江小白金色黄庄、吴滩郎家
红色美丽村庄各美其美。先锋镇成
功创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

亮点四：
农产品加工产值达

375亿元

按照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和制造业发展“渝西跨越
计划”，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作
为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推动产业
集群发展、迭代升级。着力打造农
产 品 加 工 示 范 区 ， 充 分 发 挥 中 国
（重庆） 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总
体规划赋予江津的核心区功能，新
增 农 产 品 加 工 规 上 企 业 10 家 、 累
计 达 76 家 ， 入 选 市 级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百 强 领 军 企 业 10 家 、 百 强 成 长
性企业 8 家，新增市级农产品加工
业示范企业 5 家，西部陆海新通道
农产品出口贸易片区会议在江津召
开 ， 农 产 品 出 口 业 务 突 破 亿 元 大
关，全年完成农产品加工产值 375
亿元，其中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
产值 270 亿元。

亮点五：
打造“津彩大院”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持续实施乡村建设五年提升行
动，印发 《江津区乡村建设行动实
施方案》《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
建行动实施方案》。完成乡村建设信
息监测平台信息采集录入。积极申
报 2023 年国家美丽宜居村庄。编制

“1+2”乡村振兴示范片区规划。“清
单制”“积分制”实现行政村全覆
盖，“院落制”功能和内涵不断深化
拓展，打造“津彩大院”12 个。吴
滩镇郎家村、先锋镇保坪村、永兴
镇黄庄村上榜 2023 年度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示范村创建名单。

江
津
区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十
大
亮
点

本版图文由邓浩、苏俊杰提供

一 年 来 ， 在 区
委 、 区 政 府 带 领 下 ，
全区“三农”战线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三农”工
作的重要论述，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 院 决 策 部 署 和 市
委 、 市 政 府 工 作 要
求，围绕“建设农业
强区”目标和“打造
全国丘陵山区农业农
村现代化示范区”定
位，按照“137”工作
思路，铆足干劲、真
抓实干，推动农业农
村经济持续向好、乡
村振兴走深走实，呈
现出十大亮点。

亮点六：
“积分制”“清单制”在

行政村推广率达100%

深入挖掘传承农耕文化、红色文
化、长寿文化等乡村文化，打造一院
一主题、一村一文化，不断丰富乡村
内涵。创新将乡村治理“积分制”同
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联动推进，“积分
制 ”“ 清 单 制 ” 在 行 政 村 推 广 率 达
100%，“院落制”功能不断深化拓展，
先锋镇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

亮点七：
建立“1+30+N”三级

站点体系推进数字乡村
建设

完成江津区互联网村示范地建设
项目、花椒智能化生产示范项目、水
稻物联网示范基地建设项目、智慧农
机应用场景示范建设项目建设。花椒
大数据平台开始运营。持续推进农产
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工作，搭建
全区冷藏保鲜信息化系统平台。积极
推动农村电商网点整合，建立“1+30+
N”三级站点体系，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达到10.15亿元，增长7.98%。

亮点八：
全区村级平均经营性

收入54.9万元

实施强村富民工程，利用农村集
体资源条件，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
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
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村民
委 员 会 与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分 账 管
理 。 探 索 创 办 “ 强 村 公 司 ”，鼓励

“村村联合”，实现组团发展。全区村
级平均经营性收入 54.9 万元，经营收
益 26.4 万元，经营性收入 10 万元以上
的村占比100%。

亮点九：
“十大行动”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

坚持把城乡融合发展打造成为我
区鲜明特色，积极建设“国家城乡融
合 发 展 试 验 区 重 庆 西 部 片 区 （江 津
区） ”，出台城市资本上山下乡十条措
施，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十大行
动”，健全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
系，完成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鉴证 109
宗，金额 6078.6 万元。深耕“津鹰计
划”引才品牌，引进 （招录） 乡村人
才 281 人。组建以 11 名首席专家为代
表的 73 人产业服务团队，开展试验 50
余个。新培育国家级合作社 5 个，推荐
国家龙头企业1家。

亮点十：
农村生产力不断提升

继续实施“农机宜地化、土地宜
机化、服务社会化”三年行动，举办
中国丘陵山区农机装备高端峰会，新
培育农机领域科技型企业 6 家，威马农
机成功首发上市，实现本土企业上市
破零。丘陵山区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成
功获批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新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 68 个，开展社
会化服务 5 万亩，全区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达到 62.4%，高于全市近 6
个百分点。

①鲁能美丽乡村

②农机在石蟆镇开展水

稻收割作业

③红色美丽村庄——吴

滩镇郎家村

④先锋镇乡村儿童乐园

⑤白沙河口宜机化稻田

⑥威马农机产品展示

⑦石门晚熟柑橘丰收

⑧江小白高粱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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