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责编 王鹏王鹏 编审编审 徐莹徐莹

20252025年年11月月1414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3535

田园石门 向 而行
——石门镇2024年亮点工作回眸

日月其迈，时盛岁新。回首 2024
年，石门镇坚持党建引领、推进城乡
融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强化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围
绕“四季赏花、四季采果、美丽乡
村、田园石门”发展定位，按“1+
1+1+N”发展思路，即石门大佛、石
笋情山、生态农业观光园江津 （石
门） 和N 个乡村旅游景点，奋力打造
产业鲜明、环境优美的乡村旅游特色
镇，在各项工作领域里都取得了新进
展、新成效。

坚持党建引领
激活基层治理活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
工 作 体 制 机 制 ， 加 强 党 建 引 领 基 层 治
理。如何全面激活基层治理活力？石门
镇坚持党建引领、示范带动，通过强化
思想教育、组织建设、体制改革、从严
治党，纵深推进基层党建工作，不断夯
实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基础。

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

在精准服务中打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
梢”，石门镇组织 72 名村 （社区） 干部及
下属党支部书记开展三天的集中轮训；
持续深化“党课开讲啦”活动，组织各
村 （社区） 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开展

“书记擂台”赛；完成村 （社区）“两
委”班子回访及运行中期评估，储备后
备力量 30 名。李家村以“一统六化”为
路径，试点建设“红岩先锋”变革型组
织，打造党建大院 1 个，评选党员中心户
2户。

抓实产业发展
拓宽增收致富渠道

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前提。而发
展乡村特色产业，则能极大拓宽农民增
收致富渠道。

晚熟柑橘，是石门镇最有特色的农产
品。石门镇享有“晚熟柑橘之乡”的美
称，是全国“一村一品”（柑橘） 示范村
镇。2024 年，石门镇柑橘种植面积 8000
余亩，主要分布于李家村、金龙村、永
安 村 等 地 ， 其 中 ， 晚 熟 柑 橘 种 植 面 积
6000 余 亩 ， 有 清 见 、 春 见 等 10 多 个 品
种。当前，全镇 70%以上的农户都不同程
度与柑橘这一产业相关，每户每年常态
化收入平均达 2 万元，对农户增收贡献率
达61%。

石门镇持续深耕多产融合，形成经济
增长方式的多元化、群众增收渠道的多
元化。有序推进大京农光互补示范项目
前 期 工 作 ， 推 进 光 伏 方 阵 用 地 分 户 丈
量工作，现已完成千余亩。李家村红薯
秸秆加工利用项目完成生产车间厂房建
设与设施设 备 安 装 ， 进 入 调 试 运 行 阶
段 。 李 家 村 2024 年 农 产 品 产 地 冷 藏 保
鲜设施建设项目平场施工，预计 2025 年
2月建成。

提速乡村旅游
拉进“诗和远方”距离

石门镇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境
内有重庆市级森林公园——石笋山，有

“万里长江第一大佛”——石门大佛寺，
还 有 美 樱 花 海 、 生 态 农 业 观 光 园 江 津
（石门）、石门老街等。石门镇先后被评
为 重 庆 市 级 农 业 示 范 园 区 、 全 国 休 闲
农 业 与 乡 村 旅 游 示 范 点 、 中 国 乡 村 旅
游 创 客 示 范 基 地 、“ 重 庆 醉 美乡村好
去处”等。

随着江泸北线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
石门镇的乡村旅游也更加热闹起来，从
江津城区出发，经高速直达石门镇，高

速耗时约 20 分钟。石门镇正以乡村振兴
为 统 揽 ， 加 速 打 造 “ 赏 花 、 采 果 、 登
山、观佛、品鱼”为一体的美丽乡村、
田园石门。观佛游、摘果游、美食游、
赏花游……四季皆美的石门，正越来越
便捷参与到大家的旅游休闲中。

建设和美乡村
绘就宜居宜业画卷

时下，走进石门镇，处处可见基础设
施逐步完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特色
产业竞相发展、生产生活越发便利……
一面面文化墙、一张张宣传牌，一幅幅
五颜六色、图文并茂的“道德画”，与田
园风光交相辉映。一幅“村美、业兴、
人和”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在这片沃土
上徐徐展开。

石门镇以稳扎稳打建设巴渝和美乡村
为 重 要 抓 手 ， 以 李 家 村 、 金 龙 村 为 示
范 ， 坚 定 不 移 推 动 农 村 基 层 党 组 织 建
设、促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基
础设施均等化、推进强村富民、开展乡
风文明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让和
美乡村可感可及！目前，李家村成功创
建巴渝和美乡村“先行村”，金龙村成功
创建巴渝和美乡村“推进村”。

做强集体经济
群众生活有滋有味

石门镇李家村早已是远近闻名的“亿
元村”。种植晚熟柑橘 6000 亩、有 220 余
亩水产养殖业基地……“家底”颇为丰
厚。2024 年，李家村集体资产公司进一
步发展壮大，投桃报李园 262 亩脆李、蜂
糖李进入盛产期，蜂糖李产量较上年增
长约15%，村子被经营得愈发红火。

石门镇其他村 （社区） 也纷纷找准
路子，解锁集体经济增收“密码”。平等
社区以清廉公司为载体，探索发展服务
型 集 体 经 济 的 新 路 径 ， 实 现 了 稳 步 盈
利，老年食堂运行良好，社区年收入超
80 万元。金龙村多措并举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44 家、吸引各类人才 135 人返
乡入乡创业就业，村集体经济实力不断

增强。

坚持民生为本
擦亮幸福生活底色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石门镇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

民生福祉、突出惠民有感，坚持不懈保
障和改善民生，做细做实民生工作，抓
好 办 好 民 生 实 事 ， 不 断 增 强 群 众 获 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聚焦群众关心的就业、医疗、教育、
养老、文化、体育、特殊困难群体帮扶
等多个领域，出实招、破难题，多谋民
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努力满足发展

需求，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指数，石门
中心敬老院获评重庆市级三星敬老院，
石 门 镇 还 获 评 江 津 区 第 四 十 个 教 师 节

“尊师重教先进集体”。对于就业这一直
接关系着广大群众“钱袋子”的领域，
石 门 镇 积 极 行 动 ， 想 方 设 法 铺 设 就 业
路，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494 人、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41人。

石门镇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增强做好各项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

自觉，强化基层党建、加快产业升级、建设和美乡村、打造特色乡镇、构建稳

定格局、发展社会事业，全力打造乡村旅游特色镇，在江津建设现代化新重庆

枢纽之城的热潮中，讲好石门“好故事”，发出石门“好声音”。

展望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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