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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入乡村，村民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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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走进郭扶镇的乡村腹
地，总让人感到一种日子愈红火、生活有奔头的激情。

近年来，郭扶镇围绕美丽乡村建设，聚焦乡村经济
发展、乡村风貌提升、乡村产业兴旺，切实走出了一条独
具郭扶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盛夏时节，云鼎大道的枫树在落日

余晖的渲染下愈发鲜红；农家乐的老板

为接待顾客而忙得不可开交；景区里游

客忙着在各个景点拍照打卡……旅游

旺季，一幅幅美好生动的景象在郭扶镇

高庙村接连呈现。

凭借高山平坝地理优势和凉爽舒

适的气候优势，高庙村走上了发展乡村

旅游的道路。2013 年，高庙坝生态旅游

区成功申报国家 AAA 级风景区，经过近

十年的发展，高庙村旅游发展越来越

“靓”，吸引回乡创业的人也越来越多。

“以前在家就只能务农，所以我们

选择外出挣钱。现在，我们郭扶乡村旅

游发展得这么好，每年这么多人来耍，

我觉得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2020 年我

就回来开了餐馆，日收入能达到 3000

元，和之前在外打工相比，现在收入至

少是以前的 3 倍，”餐馆老板李建兵满脸

欢喜地告诉记者。

李建兵的成功正是郭扶镇高庙村

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缩影。乘着乡村

振兴的东风，发展乡村旅游相关产业，

村民们收入提高了、干劲更足了、日子

更红火了。

郭扶镇借助高庙等村天然的地理

优势，把“凉资源”变成“热产业”，大力

发展避暑游，环境越来越好，耍事越来

越多，人气也越来越旺。

除了鼓励和引导村民兴办和提质

农家乐增收致富，郭扶镇还在镇域交通

主干道沿线打造节点景观，建成“十里

悬崖”风景道、摇儿石观景台与尖山子

观景台，开发牯牛背驴行游、狮子山深

林游等特色精品旅游路线 8 条，2021 年

全镇游客接待人数达 48.2 万人次，旅游

总收入7580 万元。

近年来，郭扶镇大力推进乡村旅游

建设，成功引进山东鼎瓯集团重大项目

落户高庙，高庙生态旅游度假区顺利通

过 3A 级景区复核，获评“重庆市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市级乡村旅游

示范村”。

与此同时，其他工作也在高质量推

进。积极应对新冠疫情，200 余名镇村

干部包村包组包户，坚持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保障疫苗接种应接尽接。坚决

打赢“三大攻坚战”，实施“领导挂村+驻

村工作组+帮扶干部”工作机制，全镇

564 户贫困户全部实现稳定脱贫。积极

推进民生事业发展，大力开发公益性岗

位 98 个，创建区级就业扶贫示范车间 1

个，建设完成“四好农村公路”150 公里，

开通重庆、綦江直达高庙景区的旅游专

线，有效整治山坪塘 31 口，建成茨竹岩、

平等片区水厂和巩固提升集中式饮水

工程 25 处。文化软实力充分彰显，建成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 23 个，完成 22 个

村（社区）应急广播“社社响”全覆盖，选

树“郭扶好人·孝善榜样”等先进典型 33

人。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改造 C、D 级危

房 683 户，实施旧房整治提升 320 户，整

治残垣断壁 700 户，推动“三清一改”村

庄清洁行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成功创建垃圾分类市级示范村 1 个、

区级示范村 15 个，场镇卫生“脏、乱、差”

现象得到明显改善。

郭扶镇党委书记杨皋伶表示，下一

步，该镇将坚持“旅游为龙头，以旅带

产”总体思路，全力推进山青水秀、天蓝

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郭扶建设，全力

推进宜游宜养、产业生态、产品绿色的

生态郭扶建设，打造全域乡村振兴新格

局，全面建成美丽生态的“绿色郭扶·康

养秘境”。

季入金秋季入金秋、、清风微凉清风微凉。。走走进郭扶镇优质稻生

产基地产基地““古僚梯田古僚梯田””，，连片的梯连片的梯田阡陌纵横、层次分

明明，，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

眼下水稻收割接近尾声眼下水稻收割接近尾声，，在三塘村优质稻基在三塘村优质稻基

地地，，收割机开足马收割机开足马力来回“奔跑”，村民们正在稻田

里忙碌着。稻田里一串串金黄的稻穗、一颗颗饱

满的稻谷，一幅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画卷铺展开

来。

“自从土地承包给公司后，我就到优质稻基地

里来打工了，每年工资可以拿到 5 万元左右，又能

照顾家人，现在这样的日子过起安逸哟！”正在田

间收割稻谷的三塘村村民王凡龙说起生活的变

化，笑得合不拢嘴。

在三塘村，像王凡龙这样既流转土地又能在

家门口打工挣钱的村民还有很多。据了解，古僚

梯田海拔在 400 米到 1000 米之间，由于海拔落差

大，再加上当地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良田

变成了撂荒地。2017 年，郭扶镇通过“农户+公

司+集体”的模式，将古僚梯田核心片 300 亩土地

承包给綦江区三塘金福农机专业合作社，对古僚

梯田进行规模化耕种，所产出的螺丝贡米、郭袋子

糙米深受消费者欢迎，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

民增收，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规模化的农业产业

发展让村里很多人都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目前，古僚梯田先后引入高标准农田、宜机化

改造以及全域土地整治等项目，在盘活撂荒地、促

进粮食生产的同时，也让一道道梯田景观带动了

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成为了当地村民的“致富

田”。

“姨叔，大爸……快点来看演

出，听说今天的节目好看得很哟。”

郭扶镇狮子村广场上人头攒

动，一场充满本土特色的文化演出

活动吸引了众多村民前去观看。歌

舞、小品、三句半……轮番上演，表

演中还融入理论宣讲，通过大家喜

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政

策措施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极

具吸引力和感染力，村民们都很爱

听，演出现场不时传来阵阵掌声。

“现在是好哦，活路干累了，在

家门口还可以看演出，又热闹又好

看还欢喜。”今年 68 岁的村民刘灵

林笑呵呵地说。

为丰富和活跃广大人民群众

文化生活，2022 年 5 月，郭扶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组建了一支由本

地文艺志愿者组成的“僚艺文宣

队”，结合传统节日，定期为辖区各

村提供文艺汇演服务，广泛开展群

众性文化活动，全年送流动文化下

乡 84 场，免费播放露天电影 200 余

场，把送文化送电影下乡与乡土艺

术结合起来，把节假日集中活动和

群众自娱自乐串联起来，把文化大

餐送到千家万户 ，满足群众多方

面、多样化精神需求，让广大群众

走上“舞台”、成为“主角”。

“今年我们进村演出 20 余场，

这也是我们致力于乡村文化振兴的

一项重要举措。”郭扶镇文化旅游服

务中心负责人赵懿介绍，演出活动

在做好相关政策宣传工作的同时，

也为全镇群众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

程中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 山区成景区，村民吃上“旅游饭”

》》》

良
田
变
粮
仓
，村
民
念
上
﹃
致
富
经
﹄

▶“僚艺文宣队”下乡演出。

通讯员 程金玲 摄

▶高庙村网红“甩甩桥”。 通讯员 肖七妹 摄

▲机械化收割水稻。

通讯员 肖七妹 摄

▶高庙村航拍图。

通讯员 陈福林 摄

▲层层叠叠的梯田。通讯员 肖七妹 摄

农家乐生意火爆。通讯员 田文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