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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青杠树村总支书记

韩忠并不满足。他说，村民肯定都富

了，但村子“南北”差异较大，北边一年

接待游客两三百万，而南边一年连过

路的加起来只有二三十万人，简直是

天壤之别。

韩忠告诉记者，运用市场杠杆推

动生态融合和价值转换是青杠树村的

致富法宝。目前，村里正在按区里城

乡融合有关安排部署，植入新的业态

和场景，对南北同时提档升级。

位于德源街道的袁隆平杂交水稻

科学园，可谓是新时代郫都区利用科

技和生态实现价值转化和融合的生动

实践。

翠竹掩映、古木参天；灰瓦白墙、

鲜花为伴。亭台楼阁、格调优雅；窗明

几净、古朴自然。在以典型川西林盘

为基底建起来的科学园内行走，仿佛

进入世外桃源一般。

郫都区相关负责人说，该科学园

在价值融合上主要体现在三高：一是

从事栽种试验和推广功能性水稻，实

现科技高价值转化，二是以研发中心、

院士工作坊、双创中心等多个功能区

带动，形成1900亩高品质农创产业园

和4600亩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实现功

能高效能利用；三是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农业与新型

城镇化融合融合，实现自然生态的高

品质呈现。

事实上，郫都区近年来大力实施

“生态绿色+”行动，深入挖掘林盘农

耕文化系统价值，推动生态场景与消

费场景、人文场景、生活场景渗透叠

加,成效已经十分显著。郫都区已成

功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建成

了包括袁隆平杂交水稻科学园在内的

一批生态园林型产业园区。

根据《实施方案》，郫都区将在城

乡融合改革试验中进一步探索建立新

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机制，加快生态

价值转换经验探索实践，让GEP成为

郫都良好生态呈现新形式和发展靓丽

名片。

以产权制度改革推动
“要素融合”

李星的安农书院，之所以能够在

租用宅基地上顺利建设，得益于郫都区

在产权制度改革上的大胆创新探索。

该区结合国家城乡融合试点，在全省首

创以出租方式让“新村民”获得宅基地

三权（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中的一

权（使用权）模式。“三权分置”改革产生

的溢出效应，使人才、资源、资本等要素

在郫都区城乡高效流动起来。

在中航工业干了10多年的苏洮，

毅然放弃了自己在大城市的“铁饭碗”

和丰厚的薪资待遇，在安龙村办起了

“蝉鸣学堂”，成了一名“新乡贤”；曾多

次获得“全国盆景技艺大赛”奖项的

盆景技艺大师刘宇，毛遂自荐到郫都

区农村当起了“土专家”，办起了盆景

园——“苔花苑”。

先锋村与多家银行合作，鼓励村

民使用“农户记忆·农夫生活信用社存

折”，探索出信用积分促进资金、资源

要素流动新模式。九社村民杨永富凭

信用“存折”积分，2019年信用抵押贷

款5万元，有效缓解了其萝卜干加工

作坊的资金压力；7 社村民强志刚

2019年凭借信用积分一次性获得了

成都富通村镇银行20万元信用贷款。

2019年，郫都区畅通人才、技术、

资本、服务等要素“下乡”“兴村”通道，

先后培育“新村民”12个，引入“新农

人”100余人，通过创业、要素、产品、生

活、生态等共享，有效破解了城乡土地、

人才、资金等城乡资源配置失衡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按照《实施

方案》，在城乡要素融合上，郫都区将进

一步加大力度，健全进城落户农民依法

自愿有偿退出农村权益制度，进一步完

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高主体融资能

力，推动建立形成更加完备的城乡人

才、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新机制。

以科技创新支撑推动
“数字融合”

“看，这就是我们和区里农业部门

联合开发的集耕、管、种、收，宣传、销

售、体验等于一体的‘蜀农云作’智慧

管理服务平台。”今年4月29日上午，

成都市郫都寿太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磊一脸兴奋地向记者介绍起公司在

城乡数字融合方面的杰作。

王磊说，“蜀农云作”是真正的“物

联网+互联网”智能终端，目前在全省

乃至全国都是首创。与传统管理和服

务相比，“蜀农云作”能够对偏远山区

的农特产品进行直播、销售和溯源，成

本也比传统模式大大降低，效率至少

提高50%以上。

在郫都区新明农机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唐新明也向记者介绍了在区农

业部门指导下，公司开展数字化生产

和产业数字化的最新成果。他告诉记

者，公司的全自动生菜北斗系统应用

生产流水线作业全国领先，目前已发

展成4.0版了，与人工相比，机械化流

水线作业至少每亩可降低生产成本

600元，效率至少提高10倍以上……

郫都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样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数字融合在郫

都还有很多。去年以来，郫都区抢抓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机遇，推动城乡融合效果明显。目前

全区已建成智慧农业基地5个，北斗

系统应用已覆盖全区14家合作社。

8月21日，由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郫都区人民政府主办，郫都区农业农

村局等承办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院地共建启动仪式在郫都区举行。

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研究所相关领导

及专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成

都市片区相关代表等100余人参加了

此次活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院

（筹）”揭牌，“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乡村

振兴讲习所”“成都市郫都区安唐

‘10+3’蔬菜产业研究院”授牌。郫都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院地共建开

启新篇章。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

院地共建数字化服务平台。

该负责人说，按照《实施方案》，郫

都区将在城乡数字化融合方面进一步

主动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深化院地合

作加大科技赋能力度，推进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管理智慧化、技术普

及化。

以人力资源协同推动
“就业融合”

“我们的员工，可以不掏一分钱就

在厂里正常生活，每个月工资5000

元~6000元。”这是记者今年5月在郫

都“中国川菜产业功能区”采访时，从

一位企业老板那里听到的最让人暖心

的话。

这家名为成都红灯笼食品有限公

司的董事长肖前贵告诉记者，200多

名员工在厂里的吃、穿、住都是公司全

包、费用全免的，加班还有加班工资。

2017年公司在简阳开发了2200亩花

椒种植基地，每年解决村民就业1500

余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还在

郫都区广福村办起了林盘火锅餐饮，就

近吸纳村民就业100余人。还吸引了

“海底捞”和“呷哺呷哺”等知名企业在

郫都落户，增加了大量城乡居民就业。

而从整个“中国川菜产业化功能

区”来看，该功能区近年来积极引导郫

都区大专院校和职中等主动服务产

业，培养具有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的

产业人才，为主导产业提供高素质的

研发人才等，已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近

10万个。

“中国川菜产业化功能区”的例

子，仅仅只是郫都区促进城乡就业融

合的一个缩影。据介绍，近年来，郫都

区加大校地企人才资源协同力度，采

取吸引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等“进城”

“下乡”、投资创业“专家院子”“示范农

场”等模式，有效带动了农民就地就近

灵活就业。2019年,全区新增城乡就

业共计近5万人，认定新型职业农民

4100余人、农业职业经理人621名。

下一步，郫都区将按照《实施方

案》，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认证制

度，优化居家就业体系；探索建立校地

结对共建机制，彻底打通校企人才互

通渠道；将充分发挥“菁蓉镇”极核作

用，深化双创特色街区和示范社区建

设，拓展人才下乡创业渠道，推动创业

融合。

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推动
“居住融合”

2018年初夏的一天，常住成都的

东北大妈刘媛（音）想在乡村旅游红火

的地方开家饺子馆，慕名来到战旗村。

却不料回去时落下了一个包，里面有几

万元钱，战旗村发现后，几经周折最终

找到了失主。东北大妈也因此而留了

下来，在战旗村开了一家东北饺子馆。

刘大妈是名党员，以前在东北就

是社区书记，无论在哪里，心里总惦记

着社区那点事。于是她把组织关系转

到了战旗村，一有空就在手臂上戴着

“红袖套”，组织店里人、邻居等到处去

宣传环保意识、倡导文明新风。

如今，刘大妈的“红袖套”队伍已

发展到20来人，成为战旗村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战旗红

袖套”，郫都区社治委还授予刘大妈郫

都“荣誉市民称号”。战旗村主任杨勇

对此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的社区就缺刘

大妈这样的“社区合伙人”，如果一个村

（社区）有几十个这样的人，就不愁搞不

好了。

在战旗村，东北大妈讲的是郫都

一个人的故事。在先锋村，演绎的则

是郫都区一群人的代表。先锋村创新

以党建为引领的“一核三治”共建共享

共治模式——“打平伙”“九斗碗”，为城

乡居住融合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

先锋村党总支书记任健说，村委

会既是“火车头”，更是“发动机”，主要

是把老百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调动起

来，村集体做外头、村民做里头；“打平

伙”是工作方法，“九大碗”才是具体举

措，就是村上做看点、村民做卖点，共

同做好九个菜品，最终实现人居环境

改善、共建共治共享。目前，先锋村已

建起家风家训、文化振兴、萝卜干等3

个旅游体验式“博物馆”。2019年，全

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幅比往年超过

50%，人均收入超过32,000元。

“战旗村早在去年10月就开通了

5G，目前已建成3个5G基站；全村建

有两条专供电线路，可以做到一年四

季不停电……”郫都区委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党建引

领下，郫都区城乡居住融合，尤其是在

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

方面成效突出。

目前，全区已创建“美丽蓉城·

宜居乡村”示范村、“美丽四川·宜居

乡村”达标村 134 个、“四好村”92

个。全区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

率达 92.1%，生活垃圾处置覆盖率

达100%。

以多渠道多元化推动
“收入融合”

在农村打工的村民，一年收入能

有多高？郫都区令人羡慕。

前不久，记者在郫都区兴旺村五

组的成都金田种苗有限公司的一份统

计表中看到，郫都区古城镇村人杨伟

一家4口2019年在该公司种植了40

亩三月瓜和丝瓜，年收入达到了72万

元；而都江堰金马村的张应根夫妇，在

公司租了54亩地种苦瓜种苗，年收入

达到了惊人的52万余元。

郫都春天花乐园旁边的村民就更

幸运了。据春天花乐园副总经理石娟

介绍，自从花乐园项目落户后，附近村

民的收入就像过山车一样增长。财产

性收入+土地租金收入+花乐园务工

收入+房屋出租收入+开店等经营性

收入等，随便一家一年的收入都有几

十万元、高的有上百万元……

“大批产业化项目的落地和投运，

极大改变了村民的收入方式和来源渠

道，从根本上促进了城乡收入融合和

持续增收。”“这一切，都是区委、区政

府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大力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的结果。”郫都区农业农村和

林业局主要负责人说，近年来，郫都区

充分利用一系列改革试点机遇，高起

点谋划，农村集体经济逐年壮大、农民

收入广泛增加。2019年，全区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47,

157元、28,559元，比2018年分别增

长8.7%、9.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

一步缩小。

(本文配图由四川成都市郫都区

农业农村和林业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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