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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首批乡

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公

布，成都有 4 个乡镇入

选，温江区万春镇名列其

中。地处成都正西的温

江万春镇拥有4.2万亩田

园花木生态公园，和林熊

猫稻田景观、幸福火车主

题文化体验园、乡村音乐

艺术公园、红旗耕者俱乐

部等场景成为全国知名

的乡村网红打卡地。

2020年 1月，万春镇作

为全国乡村“网络春晚”

主场之一，以其独特的美

丽新村风貌，让万千网友

记住了“万春”。

近年来，温江区万春镇
坚持公园城市建设理念，按
照温江区委“两空间一力
量”的城乡基层治理总体布
局，着眼花木产业转型升
级、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居
民文明素质养成等关键环
节，以党建引领、以花木为
媒，发展治理并重，探索实
践“以城带乡、以旅促农、以
产富民”的幸福美丽新村发
展治理之路。

■组织提领口
凝聚乡村发展磅礴之力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
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
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
庄旁流淌……”众所周知，
这首由陈晓光先生创作的

《在希望的田野上》已然凝
结成一个划时代的音乐符
号，在新中国音乐史上谱写
下不朽的华章，而歌曲创作
的源泉地正是温江区万春
镇幸福村。

万春镇幸福村村党委
在册党员162人，下设5个党
支部。近年来，村党委以建
设宜业宜居宜游的幸福美
丽新村为总体目标，坚持党
建引领，以音乐为媒，探索
实践音乐气质彰显、绿色发
展领先的乡村振兴之路，获

■本期走访：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

发展治理并重 探索乡镇现代化新模式

评中国最美休闲乡村、中国
乡村旅游模范村、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等殊荣。幸福村
党总支书记郭建平告诉记
者，幸福村能有如今的成就，
这与优化组织设置、筑牢村
级战斗堡垒密不可分。

原来，幸福村结合区域
发展实际调整产业支部、创
业支部、小区支部、“两新”支
部等5个党支部党员结构，将
致富带头人集中在产业支
部、年轻人集中在创业支部、
项目区党员集中在幸福田园
支部，选优支部书记，提升支
部战斗力，将支部建在产业
链上，真正做到产村相融促
新村建设。

“日子美不美，全靠村党
委！”流传于村民口中的这句
口头禅，用在万春镇高山村
再合适不过了。几年前，高
山村还是一个传统村落，各
家各户关心自家一亩三分地
多，关心村集体发展壮大的
少。“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
须以党建为核心，凝众心聚
众力，不断为产业发展、乡村
治理赋能。”高山村临时党委
书记颜泽菊说道。为此，高
山村整合党员骨干、企业精
英、高校专家、村民代表等人
才资源，组成社区发展“智囊

团”，联合议事，共商共建。
为了调动居民们参与乡村治
理的积极性，高山村创新成
立了E家·邻里社，成立四年
以来，帮扶困难群体300余人
次，惠及居民 4000 余人次，E
家·邻里社在协助院落整治，
化解纠纷矛盾，，孵化榜样人
物等方面发挥着中坚力量，
邻里社也从一个简单的邻里
情感交流平台升级为促进新
村各项发展治理的E家品牌。

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
整合基层治理多方力量，充
分发挥自治组织、集体经济
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
非公经济组织5个组织作用，
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探索运
行“1+5+N”多元共治模式。
按照“还权、赋能、归位、拓
新”原则，将支部建在产业链
上，着力打造高品质和谐宜
居村落，万春镇党委以此为
发展思路，不断改变着一个
个村社区的面貌，绘制出美
丽宜居新村画卷。

■居民大动员
营造良序善治美丽之境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
关键，乡村治理，核心在人！
万春镇着眼全民参与，通过

“三改一增”治院、“三建一
整”治水、“三保一修”治林、

“三优一塑”治田等举措，聚
焦院、水、林、田等乡村核心
要素，全域示范推进川西林
盘整治，提升乡村人居环境
品质。

跨 越 古 今 的 开 秧 门 仪
式，丰富的民俗文化表演，挑
秧、巡秧、抛秧的传统流程展
示，以及无人插秧机、传统农
耕插秧等多种形式的插秧技
能大赛，呈现出传统农耕文
明与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相结
合的壮观场景。作为古蜀鱼
凫农耕文化发源地，每年万
春镇和林村的开秧门活动都
会吸引大批游客参与。走进
和林村，随处可见农耕劳作
时的工具，簸箕、蓑衣、帽子
……它们被画在墙上、塑在
村子里，是艺术，更是传统文
化的传承。

“和林村今日的美丽风
貌，与每一支投身社区治理
的自治队伍分不开，与每一
名乐于奉献的和林人分不
开。”据和林村党委副书记黄
秀介绍，在和林村，有一支

“原乡和林”巾帼志愿服务
队，自 2016 年 10 月成立以
来，目前已有 50 多名成员。

“组建巾帼志愿服务队投身
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创造
了‘院有花香、室有书香、人
有酿香、户有溢香’这一具有
鲜明特色的乡村治理建设模
式，接下来，我们还将打造巾
帼民宿等项目，让志愿服务
队伍参与到创业中来。”黄秀
说道。

■生态为本底
开创兴业惠民生动之路

2020 年 12 月 3 日，成都

市召开党建引领示范建设
西部片区现场推进会，聚焦
2020 年全市党建引领城乡
社区发展治理示范建设，融
合小区治理、社区商业、社
区美空间打造等内容，在多
个点位进行竞技拉练。素
有乡村田园版“太古里”之
称的万春镇依田村在这次
拉练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
象。规划面积 3 平方公里，
核心区面积 2800 亩，涉及
860 户 2300 人，具有多家医
院、康养机构、学校等配套
的依田村，是温江区康养产
业社区的代表。依田村以
现代农业为基底，按照“以
城带乡、城乡融合”的发展
理念，采取“农旅、农养、农
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打
造。

“乡村治理必须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本发
展’目标，并依靠科技力量
赋能，从而促进社会治理
流程再造和管理创新，让
乡村治理更加精细化、智
能化。”万春镇党委书记帅
仑说道。近年来，万春镇
依托优质的生态本底，牢
固 树 立 生 态 价 值 转 化 理
念，引入社会资本打造医
养康复、健康养生、休闲养
心的医养健康场景，除“依
田村”外，还建成“国寿嘉
园”“半亩方塘”等 11 个康
养项目，并策划开展绿道
马拉松、耕者羽毛球、养生
太极拳、花艺技能等赛事
活动，动员居民、游客广泛
参与，引领现代健康生活
新风尚。

同时，万春镇通过“花
木博览”“前店后厂”“园子
变景区”等路径，推动传统
花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建
成全国有区域辐射效应的

“一带一路”花木进出口基
地，并升级花木资源打造

“农创”场景，不断发掘川派
盆景文化、川西农耕文化、
花木美学文化，培育融花木
观光旅游、农耕文化传承、
田园风光等功能为一体的
乡村旅游新业态。在科技
赋能乡村治理上，联合四川
农业大学、成都市农林科学
院等科研院所，建立“院校+
专合社+基地+农户”合作长
效机制，建成花木、水稻、大
蒜等 7 个农创示范基地，构
建“互联网+农业”创新创业
孵化平台。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刘俊
万春镇供图

美丽的乡村风光。

民俗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