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党建引领
擦亮基层工作鲜红“底色”

解决居民急愁难盼、社区安装
暖心路灯、修整居民门前道路……
2023年，塘河镇深化党建引领，以
扎实推进主题教育为切入口，深入
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锚定各项民
生诉求，深化拓展民生微实事项
目，以“小切口”办好群众“微实
事”，以“微实事”服务基层“大
治理”，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
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
保障。

扎实推进主题教育。召开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专
题会议 7 次，镇领导班子成员支部
开展讲党课活动 8 次，基层党组织
集中学习“第一议题”17次，青年
党员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9 次。同
时，带着课题下沉一线问困难、问
症结、问对策，最终确定调研选题
8个，正反面案例各1个，发现调研
问题 38 个，670 人先后建言献策，
收集建议数据 77 条，采纳数据 35
条，成功解决问题24个，推动基层
工作提质增效。

严格检视整改成效。2023 年，
塘河镇深入践行“四下基层”制
度，做实下访包案，领导班子成员
下 访 82 人 次 ， 解 决 群 众 问 题 15
个，包案3件，2个疑难复杂问题得
到妥善解决。

构建基层智治体系。围绕“一
中心四板块一套网格”完成塘河镇
基层治理中心建设，进一步规范化

建设“指挥中心”。持续优化“四
板块”岗位设置，设置21个固定岗
位和 2 个特色岗位。凝聚理论织密

“网格前哨”，按照 1+3+N 整合
部 门 力 量 ， 将 资 源 下 沉 到 网
格，把党组织的“神经末梢”
延伸到最前沿，打通网格服务

“最后一公里”。累计关注重
点人群 97 名；办理事件 118
件，发布任务 22 条，均按时
完成；社区专职网格员日活
率、行政村网格长日活率、每
日任务完成率均达到100%。

加强帮带“青蓝结对”。研究
制定 《塘河镇机关党员干部结对帮
带互助活动实施方案 （试行）》，
将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优秀干部
与新进年轻干部进行“一对一”结
对帮带，指定时限，突出实效，激
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

厚植产业发展
点亮乡村振兴希望“本色”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
重点。

2023 年，塘河镇充分发
挥独特地理优势、资源优势，
紧密结合当地环境、气候、土
壤 等 特 点 ， 狠 抓 重 点 项 目 建
设，因地制宜发展山区特色产
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让广大人
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看到希望、得
到实惠，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因地制宜培植主导产业。依托
地方特色和资源禀赋，量体裁衣， 推动特色主导产业，助力地方经济

可持续健康发展。已建成1000亩滚
子坪生态鱼基地、3000亩富硒晚熟
荔枝基地、5000 亩花椒基地、2 万
羽林下特色养殖基地。培育区级龙
头企业 2 家、新型经营主体 27 家。
成功创建标准化富硒产业基地、荔
枝出口基地、科技示范基地，有机
食品品牌 5 个、绿色食品品牌 16
个、富硒品牌5个。

因材施教探索人才管理。紧扣
发展培养产业人才，满足乡村产业
发展的切实需要，累计开展农民高
素质培训班 2 个、培训 100 人；开
展农艺工培训37人，配备产业指导
员 13 人，指导 119 户有产业农户开
展 354 次产业指导；乡村振兴技能
培训区外送培 6 人，帮助脱贫人口
稳定就业 424 人。作为全市探索开
展农村实用人才分类评价试点镇，
入库生产型、经营型、技能服务型
等五类人才 457 人，成为推动产业

发展的中坚力量。
因村施策发展集体经济。开创

“一村多亮点”的村级集体经济新
格局。通过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
村集体经济组织平均收入 61 万
元，同比增长121%；村集体经济
组织平均收益超 25 万元，同比
增长52%。其中，市级脱贫村硐
寨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50 万元，
收益超 17 万元。以益农信息社
代销、节会促销、直播带货、帮
扶集团采购等方式促农增收，累

计销售本地农副产品共计 74 万余
元。利用线上网络宣传全平台累计
发布短视频、图文作品 500 余条，
农副产品购销平台开展20余场次直
播带货，累计观看总数达到 52 万。
其中真龙柚、沃柑、硐寨大米等特
色农产品销售额累计突破 10 万元，
同比增长120%。

因势利导激发玉石活力。塘河
镇牢抓玉石经济发展新引擎，吸
纳本地及周边地区 600 余名江津
玉石爱好者，收藏江津玉石 20
余吨。打开玉石交易市场，已
成功举办 5 次，累计成交玉石 3
吨，销售金额超 20 万元。持续
推进江津玉文创产业园、玉石
小镇创建，梨溪子寻宝游体验基
地项目建设，拟成立江津玉石文

化产业协会塘河分会，不断迈向
玉石雕刻加工、展示展销和市场一
体化新阶段。

坚守生态宜居
调亮绿水青山发展“原色”

塘河镇始终秉承“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系统治理生态
环境，引导群众培养文明行为习
惯、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弘扬崇尚
节约理念、树立绿色环保观念，踊
跃投身到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中去，争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传播者、践行者、守护者。

整治人居环境，提升宜居水
平。秉持社会效益最大化，塘河镇
投资 175 万元的河道航道应急工
程，投资 400 万元的石龙门和硐寨
村环境整治，投资 800 万元的塘河
古镇水环境改造，均已成功完成验
收。有效维修和疏通农贸市场污水
系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石龙门
和硐寨村传统村落保护整治项目争
取到资金支持1980万元，即将启动
施工。新建农村公路 1.6 公里、拓
宽 2.3 公里，新建错车道 28 个，修
建生产便道8.2公里，安装路灯256
盏，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

坚持绿色发展，贯彻“五大行
动”。充分履行共建长江绿色生态
屏障的上游责任，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坚决实施好“碧水、蓝
天、绿地、田园、宁静”五大行
动，分领域开展好保护和创建工
作。取缔关闭桫椤自然保护区内滚
子坪水电站并复绿，整改完成渔业
养殖尾水直排问题 6 个，整改完成
违法占用耕地、林地图斑59个，完
成遗留废弃矿山复耕 4.2 亩，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对一切环
境违法行为“零容忍”。严格落实
河长制、林长制，精心呵护塘河绿
水青山。

建设文明乡风，展现乡村风
貌。挖掘塘河本土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三五一制”工作法，向群众
宣讲塘河五个优秀文化故事，树立
五大文明新风，解决群众五种急难
愁事，全面推行民主评议制，开展

“反向”问卷调查。目前，全镇已

评选出“平安院落”5个，“平安家
庭”100 户。同时，深入开展村庄
清洁行动、“五清理一活动”，实施
示范整治农村大院 3 个，“脏乱差”
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全面推行乡村
治理“积分制”“清单制”“院落
制”，提升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热情，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
做”，评选出“五星文明户”71
户、清洁户 336 户。滚子坪村和硐
寨村获评“江津区实施乡村治理积
分制示范基地”，硐寨村沙南坳大
院等 6 个大院获评江津区人居环境
整治示范院落。

实施创新驱动
挖掘城乡融合本土“特色”

塘河镇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
发展，深化文旅融合，密切边界协
作，铸就成熟的发展模式已取得明
显成效。

持续打造四节四基地文旅融
合。举办古镇龙舟文化节、川主庙
会文化节、荔枝文化节、迎新春闹
元宵活动，继续打造影视拍摄基
地、美术写生基地、摄影基地、大
学生实习实训基地，持续推进文旅
事业融合发展。端午节期间举办了
历时三天的“龙腾中国梦·舟结川
渝情”第十一届塘河流域川渝龙舟
文化节，活动被 《人民日报》、新
华社、《重庆日报》、人民网、新华
网、华龙网等中渝媒体争相报道，
点击量 500 万人次，吸引 10 余万国
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综合收入
超 600 万元。活动规模、活动质
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创历史
新高。

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人文历史
和自然景观资源，打造生态游学教
育产业模式，以特色课程为体现，
如桫椤课堂、岩石地质课堂、人文
风情课堂等，寓教于乐的同时更促
文旅融合。积极参与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建设，推动了研学游的互
动模式，为四川省宜宾市的3000余
名师生提供了一次深刻的传统文化
体验之旅，展现了江津独特的文化
魅力。

不断深化川渝两地边界协作。
一是川渝人大联动监督。塘河镇人
大与合江县白鹿镇人大、石龙镇人
大签订了 《川渝毗邻镇人大工作合
作框架协议》，成立首个“川渝人
大代表联动活动站”，建立起三镇
人大主席团联席会议制度和联动合
作常态机制，将两地三镇的人大协
作实现了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川
渝林长制协作治理。召开川渝森林
防火暨森林资源保护联席会议 3
次；成功创建川渝毗邻地区“10户
联防小组”示范点 1 个，川渝地区
森林防火 10 户联防小组 3 个；推行

“林长+警长+检察长”协作机制，
开展联合巡林、联合宣传 8 次，联
合应急演练 1 次。三是川渝河长制
联合共治。继续深化“川渝护水联
盟”协作，牵头与白沙、石蟆、合
江县白鹿、石龙五镇联动，切实加
强河长制工作，召开塘河母亲河联
防联控座谈会、联合巡河 2 次，强
化交界水域共管共治。四是川渝信
访工作联合调解。依靠合江县白鹿
镇、塘河镇联合调解室，打造好塘
河－白鹿“睦园”示范院落，落实

“五级调解机制”。川渝边界联调矛
盾 纠 纷 36 件 ， 涉 及 金 额 40 余 万
元。五是川渝生态环境联合治理。
完成了川渝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
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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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河镇，依山就势，因
河而得名。

塘河的一砖一瓦都仿佛
在诉说着古往今来的故事。
茂密的森林环绕着古镇，为
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神秘与
宁静，险绝的崖洞与迷人的
自然色彩交织在一起，形成
了一幅幅独特的自然画卷。

然而，古镇的魅力远不
止于此。

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这里的干部群众，他们肩负
着重任，不畏艰难，共同努
力推动着古镇前行，描绘着
高质量发展的奋进蓝图。

2023 年，塘河镇持续抢
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战略契机，服务江津高质量
建 设 同 城 化 发 展 先 行 区 和

“五地一城”目标，紧紧围
绕全镇“1145”发展思路，
加快推进“一点三地”（努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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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通过坚持党
建引领、厚植产业发展、坚
守 生 态 宜 居 、 实 施 创 新 驱
动，促进了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全面完成了各项目标
任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预
计 4.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1%；农村常住居民全年可
支配收入预计 26021 元，同
比增长 6.1%；城镇常住居民
全年可支配收入预计 50349
元，同比增长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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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由黄昌怀、
顾佳晨提供

风光秀丽的塘河古镇

市级非遗项目塘河婚俗

塘河荔枝喜获丰收

产于塘河镇的江津玉石产于塘河镇的江津玉石

塘河镇滚子坪有机茶场塘河镇滚子坪有机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