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便民服务贴心的
项目多了，曾经脏乱
差的老街老巷整洁
了，污水横流的菜市
场变得像超市了，夜
市兴旺起来且规范
有序了……如今的儋
州城区，城市味道更
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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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巷里畅享民生新福利

引 领“ 三 变 ”改 革 力 促 乡 村 振 兴
重庆万州区“三变”改革激活城乡存量资产、自然资源、人力资本，促进农业生产增效、

农民生活增收、农村生态增值，为农业农村发展培育新动力

□ 本报记者 雷云锋 梅 超

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今

年一季度，重庆万州区农业农村经济

实现“开门红”，全区实现农业增加值

19.4亿元、增速4.6%，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4779元、增速9.2%，为乡村振

兴战略开局起步奠定了良好基础。

事实上，这仅仅是万州区以深化

农村综合改革为动力，全面推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加速全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万州区站在改革发展

新的历史起点上，践行“一心六型”两

化路径，奋力打造长江上游“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先行示范区，奋力谱

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所谓“一心”，就是以提升全域水

质为中心，加强生态屏障建设；“六型”

分别指培育循环智能型工业、山地高

效型农业、集散服务型旅游业、绿色智

慧型物流业、特色融合型文创产业、休

闲养生型康养业，六路协力，挺起万州

区高质量发展的“脊梁”。

风起三峡，潮涌平湖。今天的万

州，改革蓝图已绘就，勠力奋进正当

时。一项项重大改革的扎实推进，经

济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释放，将为万州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汇

聚起强大力量。

“三变”改革大潮涌
展现农村新气象

盛夏时节，长江两岸草木丰茂、青

嶂叠翠。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

丽画卷，正在万州大地渐次展开。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表”“路线图”。

近年来，万州从推动基础强村、产业兴

村、改革活村三个方面“靶向发力”，推进

乡村振兴，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万州地少人多、山高坡陡，域内沟

壑纵横，发展现代农业的资源禀赋先

天不足。为此，区农业农村委按照区

委、区政府科学谋定的“一心六型”两

化路径，大力发展山地高效型农业。

立足立体气候、山地特征、产业基础，

万州着力实施特色产业提质、生态种

养推广、绿色发展引领、品牌价值提

升、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工程，积极推

进国家农业公园建设，加快形成长江

上游有机农业集聚地。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离

不开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去年以来，

万州以“三变”改革统揽全区农业农村

各项工作。一年来，“三变”改革激活

了城乡存量资产、自然资源、人力资

本，促进了农业生产增效、农民生活增

收、农村生态增值，为农业农村发展培

育了新动力，成为推动农村脱贫攻坚

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引擎。

重视顶层设计
“三变”步伐稳健

对于一项改革来说，顶层设计越

完善，越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农

村“三变”改革也不例外。

2017年12月6日，重庆全市农村

“三变”改革试点工作部署会议指出，

要深刻把握农村“三变”改革时机，抓

住农村改革发展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期、乡村振兴的机遇期、农

业发展的转型期、农村改革的深化期、

精准脱贫的攻坚期的有利契机，推进

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工作。同时，市

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

开展农村“三变”改革试点 促进农民

增收产业增效生态增值的指导意见》。

自此，万州区迅速行动，把“三变”

改革作为乡村振兴的“总抓手”、脱贫

攻坚的“新引擎”、农村改革的“重头

戏”有序推进。

同时，万州区抢抓太安镇凤凰社

区为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之契机，

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

合作制改革，推进291个村集体资产

清产核资，探索经营性资产量化确权

确股实现形式，规范收益分配，增加农

民财产性收入。

2018年6月21日，渝东北片区农

村“三变”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在万州

举行，在充分肯定改革前期取得的先

进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要求立足

“推”与“促”，步稳蹄疾地扎实推进农

村“三变”改革再上新台阶。

而今，万州的广大农村地区正掀

起一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浪潮，遍地的

资源活化生金，分散的资金汇聚成力，

传统的农民化身股东，农业农村发展

焕发出新的活力。

万州正迎着时代的召唤，向着一

条改革发展之路迈进……

深化农村“三变”改革
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千亩茶山，层层梯田，与万紫千红

的杜鹃汇聚在一起、交织在一起，织成

彩练当空，演绎着时光变换的神韵。

在万州的一个小镇，有这样一个

乡村旅游景点，旅游年收入达3500余

万元、茶叶年收入达2100万元……它

便是太安镇。

炎炎夏日，记者实地走访太安镇，

探寻其“三变”改革试点推进路径和方

法。太安镇党委书记王权英告诉记

者，近年来，太安镇立足资源禀赋，按

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路，围绕

“生态文明示范镇、市级全域旅游示范

镇”建设，突出“三峡田园、太安老家”

愿景，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群众

参与、成果共享”模式，探索“十里荷

园、百亩花园、千亩茶园、万亩田园”路

径，全力打造“乡村旅游的乐园”。

为创新经营发展机制，太安镇积

极引入重庆玖凤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并科学规划打造集“观光旅游、休闲度

假、拓展野营、农耕体验、果茶采摘”等

功能于一体的全新生态乡村公园，取

名为“凤凰花果山”景区。

与此同时，太安镇采取“三变”改

革模式，将1000万元的集体可经营性

资产、2户企业闲置厂房、100余户农

户土地林地等资源进行量化，打包入

股玖凤旅游公司参与景区经营。

太安镇乡村旅游逐渐火了起来，

但如何找到有效的融合路径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呢？太安镇创新采用“旅游

景区+企业+农户”的利益联接机制，

镇、村量化股份按照景区门票收入的

15%每年保底50万元的方式分红，用

于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贫困农户产

业发展，企业年分红20万元，闲置农

房年分红2500元，扶贫项目入户资金

每年为16户贫困户各分红1200元；

此外，农户土地、林地按照每亩田500

元、地400元、林地20元，以每年增幅

5%的方式进行分红……

通过深化农村“三变”改革，太安

镇建立了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

新机制，实现了农民收入有保障、可持

续，进一步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

“三变”释放红利
改革效果初现

改革释放红利，发展涌动活力。

作为全市“三变”改革的38个试

点村之一，太安镇凤凰社区勇涉深水、

大胆先行，通过摸清家底、确权确股、

培育主体、合股联营、释放红利等举

措，探索出了一条改革路径。

数据显示，自“三变”改革试点以

来，凤凰社区新建成标准化茶叶基地

1087亩，在建茶叶基地950亩，提质

增效茶叶基地3000亩，新建合股联营

经营主体14个，登记组建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23个。

在“三变”改革的助推下，2018年

底，凤凰社区实现集体经济收入46万

元，成员每股分红80元以上，农民人

均纯收入从2014年的7653元提高到

2018年的14,596元，实现农民脱贫

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企业发展的

“三赢”局面。

作为“三变”改革的参与者和受益

者，太安镇凤凰社区的村民告诉记者，

“三变”改革让农民得到了实惠，增加

了收入，鼓起了腰包。不仅如此，“三

变”改革还让过去没有产业和集体经

济的村彻底发生了改变。

太安镇凤凰社区，只是万州区推

进“三变”改革引领产业发展的一个缩

影。在其他乡镇和村，“三变”改革的

众多样本也在不断呈现……

据介绍，万州通过以土地入股、保

底分红、龙头企业订单收购、财政补助

资金股权化改革等方式，不断完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贫困户联动发展的

利益联结机制，实现龙头企业、合作社

与贫困群众的深度融合。

目前，全区贫困户土地经营权入

股面积达到5000亩，102个农业项目

开展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持股

贫困农户达2730户。

万州的“三变”改革还在继续，“三

变”改革的步履将更加坚定、思路更加

清晰，“三变”改革释放的红利正惠及

越来越多的百姓。

如今的万州，正以“三变”改革扎实

推动乡村振兴，全力助推“一心六型”

两化路径落地落实。

(本文配图由重庆万州农委提供)

□ 沈 洋 袁慧晶

按照智能停车系统空位指示

泊好车，走进办公楼，掏出手机打

开App一点，工位上的照明灯亮

了，窗帘自动向两边展开……新的

一天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内陆小城江西鹰潭市的

真实场景。

作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

信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移

转化示范核心区，鹰潭市以“城市

级”应用推动物联网技术落地，在

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走在前列。

出门前在智慧停车系统查找

停车位，这已经成为很多鹰潭市民

的习惯。以鹰潭市下辖的贵溪市

为例，城区1137个停车位都安装

了窄带物联网设施。“市民可以通

过手机查看目的地周边车位情况，

合理选择停车区域并实现在线结

算。”贵溪市泰泊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江超峰说，在系统上注册的车

主已经超过1万名。

智慧停车只是解决停车难问

题，而广大群众更看重的是出行安

全。物联网在交通安全方面的应

用，鹰潭市同样走在前列。

2017年底，鹰潭启动“智慧交

通”建设，其中就包括在营运的出

租车、公交车、班线车、旅游车、危

货车等安装车载 4G终端，对超

载、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

为实时监控并报警。

“监控到司机有违法违规行

为，不仅向其所在的运营公司反

馈，还同时向公安交管部门开

放。”鹰潭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费尚

恒说，目前鹰潭市89%的运营车

辆安装了车载4G终端，日报警次

数由最初的 1.5 万余次下降到

280余次。

地下电缆犹如城市配电网的

“动脉”，国家电网鹰潭供电公司给

地下电缆和井盖安装了温感芯片，

为冷冰冰的电缆、井盖赋予“自我

感知”能力。

“借助温感芯片，可以预判电

缆发热隐患，及时发现井盖异常开

启、电缆沟异常入侵等情况。”国家

电网鹰潭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副

主任喻旻说，两年来发现电缆发热

隐患13处，井盖异常开启274起，

有效保障了供电安全。

鹰潭市安装了13万块智能水

表，是全国首个全域应用智能水表

的城市。通过智能水表可实现用

水实时计量，在发生漏损时还会实

时报警。鹰潭市供水公司总经理

彭灵有介绍说，物联网智能水表投

入使用后，鹰潭城区自来水管网漏

损率从20%下降到12%，年节水

240万吨。

在一些城市，有时早晨光线

很亮了，街上的路灯依然没有熄

灭，有时傍晚光线很暗了，路灯却

没亮起来。如今在鹰潭市，这些

问题不会再发生了，运用物联网

技术的智能路灯可根据光线变化

自动明灭。

截至2019年 6月，鹰潭市安

装智能路灯11394杆，完成全市

90%以上路灯改造，实现全域城市

照明资源管理精细化、运行监控智

能化、节能管控精准化，相同条件

下节能30%以上。

智慧烟感器、智慧垃圾桶、智

慧充电桩……近年来，鹰潭已经实

现了43项物联网应用场景，成为

名副其实的“智慧新城”。

□ 凌广志 严钰景 刘 博

社区便民服务贴心的项

目多了，曾经脏乱差的老街老

巷整洁了，污水横流的菜市场

变得像超市了，夜市兴旺起来

且规范有序了……海南儋州

市经济欠发达但民生不欠账，

做好城区老街老巷的民生文

章，提升群众获得感。

菜市场餐饮店干净了
心情好起来

地处海南岛西部的儋州

市，人口近百万但经济一直

欠发达，市区所在的那大镇

老街老巷多，民生服务基础

差。近两年儋州市在文明城

市建设中，从居民日常生活

最关注的菜市场、餐饮店着

手，下大力气改善居民生活

条件，提升城市民生品质。

“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

问题为目标，以网格化管理

提升城市功能。”儋州市副市

长田丽霞说，市领导和市直

部门包点城区的各社区、居

委会，专项协调解决问题，对

每一间店铺和点位提出整改

意见，一次整改到位。

去年，儋州城区12家农贸

市场完成升级改造，今年正改

造乡镇的24家农贸市场。儋

耳东路上的中兴农贸市场以

前烂菜叶、鱼鳞等随意丢弃，

地面污水横流。今年中兴农

贸市场完成了升级改造，车辆

不乱停乱放了，市场摊位规划

合理齐整，荤素生熟分区经

营，地面干净整洁。在市场里

做了20年生意的摊主陈小代

说：“现在卖完鱼回家，鞋子都

是干干净净的！”

为保障市民“舌尖上的

安全”，儋州市出台了整治

“三小门店”工作方案。通过

整治，餐饮单位后厨“三防”

设施安装率达100%。2018

年，那大镇先锋路的57家餐

饮店率先完成“三防”等设施

设备的升级改造，全市1379

家餐饮服务单位、食品经营

店和小作坊的硬件设施仅用4

个多月全部改造完毕。

先锋路的强仔排档是一

家小餐饮店，按标准该店重

新进行了装修，店内墙壁贴

上瓷砖，店门口安装了大酒

店才有的防蝇风幕机，后厨

也增加了洗涤池、消毒柜和

排水暗沟。该店老板娘说：

“饭店改造后干净卫生了，生

意也变好了。”

服务功能强了
获得感多起来

红烧排骨、清蒸海鱼、上

汤娃娃菜、艾草鸡汤……城北

社区的长者食堂以自助餐的形

式为老年人服务，菜品丰富，价

格实惠，深受社区老年人好评，

午餐时间餐厅内座无虚席。

63岁的王一卉在社区做

义工，刚刚结束下乡倡导文

明新风的演出回来，来到长

者食堂吃午饭。“每次演出完

大家都来这里吃饭，四菜一

汤只需要7.5元。”王一卉说。

城北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有老人日间照料中心、文体

活动中心、便民服务中心等

服务场所，为社区居民提供

便民服务。

群英社区是那大镇最老

的居民区之一，1.5平方公里

的区域内大多是老巷子、老

宅院。为服务好老街坊们，

该社区新建了社区服务大

厅、法律服务室、老年活动室

等，社区干部还主动上门服

务。群英社区干部符开楼

说：“以前都是等群众来找我

们办事，2018年我上门办理

医疗保险、社保卡、孕检卡等

服务项目700多人次，其中残

疾人63人。”

在群英社区住了 30 多

年、今年已经64岁的邓惠波

告诉新华社记者，现在街道

干净整洁，小偷小摸的情况

没了，一家三代人住在这里

感到安心舒适。

在儋州城市控制性详细

规划中,那大镇城区的尖岭脚

区域属于公共绿地。一些不

法分子非法开挖山体，非法买

卖土地，违法建筑面积总计达

9850平方米。2018年底，儋

州市将这片土地上的65栋违

建全部拆除。目前，儋州市已

经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制订生

态修复方案，尽快将尖岭脚打

造成为绿地公园，为市民提供

一个休闲活动场所。

夜市火了
城市味道浓起来

今年5月份正式开业的

那恁夜市，琳琅满目的儋州本

地小吃，让人垂涎欲滴：儋州

米烂、粽子、猪肠馍……充满

市井味的夜市排档，已经成为

人们夜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让人们体会到入夜后儋州

市的城市品位和活力。

今年年初，为让市民夜

间休闲消费有个更好的环

境，儋州市政府在200米长的

那恁路上打造出一条“美食+

娱乐+休闲+购物+旅游”的

观光夜市，建了142个移动摊

位，主要经营特色美食、文化

用品、小精商品、工艺纺织、

服装鞋帽、化妆美甲等品类。

“逛夜市的人多，生意很

好，每天能卖出80份左右。”

在夜市经营海头镇名小吃猪

肠馍的吉丽君说，周末一晚

上能收入600多元，这个小摊

可以养活一家四口人。

与那恁夜市毗邻的先锋

路“美食示范街”也是市民休

闲消费的好去处，各种美食

排档和商铺熙熙攘攘。经过

对整条街道的整治和升级改

造，沿街私搭乱建的情况消

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规整美

观的木栅栏。“木栅栏围成的

露天包厢别有风情，充分考

虑了热带地区人们的饮食生

活习惯。”坐在街边和朋友喝

啤酒的市民李景亮说。

在公园大面积LED电子

屏幕的映照下，舞蹈健身广

场上汇聚了大批儋州调声爱

好者，只见男女集体对唱，载

歌载舞，一曲唱罢后大家都

开怀大笑，好不热闹。

如今的儋州城区，城市味

道更浓了。

城市变“聪明” 生活更便捷

村集体分红现场

海南儋州市做好城区老街老巷民生文章，提升群众获得感
江西鹰潭市实现43项物联网应用场景，

成为名副其实的“智慧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