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乡建设“蝶变”民生幸福“加码”
——金川区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工作综述

漫步在金昌城区内，道路两旁绿树成荫，

公园内花草相映，高楼林立，现代化设施齐

全，城市品质功能正加速升级；乡村里，村容

村貌整洁美观，大道如砥四通八达，百姓生活

日日新，一个个幸福新村正蓄势崛起。

近年来，金川区坚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为契机，以产城相融，构建城乡一体新形态

为方向，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突破口，加快建设

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协

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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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金川区坚持规划引领，一

以 贯 之 推 进 城 乡 一 体 化 、城 乡 统 筹 发

展、城乡融合发展，围绕全市城乡融合

发展“六融一体”总体思路，坚持城乡联

动、产城相融、构建城乡一体新形态，完

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全面增强

城市吸附力、承载力，培植核心竞争力。

城乡建设，规划是先导。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打造金

川 区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样 板 区 ”的 要 求 ，

2022 年，金川区率先出台了《金川区城

乡融合发展突破年行动实施方案》，成

立了以区委书记、区长为组长，区委副

书记、副区长为副组长，有关部门主要

负责人为成员的城乡融合发展突破行

动领导小组，对城乡融合发展工作进行

集体商议和决策。

在城乡形态的构建上，推进城乡空

间融合一体，立足全区资源优势、空间

布局、产业格局以及生产、生活、生态功

能区划，突出主体功能定位，构建“1+2+

5”城乡空间融合圈层体系，“以点带面、

串点连线”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金川区宁远堡镇高崖子村就是最有

代表性的例子。

2014 年 ，高 崖 子 村 643 户 1652 人

全部搬进了楼房。在这里，村民既是“农

村人”，更是“城里人”。金川区探索推行

了“村居融合”改革试点，这也是全省首

个“村居融合”改革试点村。“村居融合”

改革后，高崖子村村民纳入广州路街道天源里社

区 网 格 化 服 务 管 理 范 围 ，同 样 享 受 城 市 居 民 政

策。对高崖子村所有村民进行户籍“双登记”，即

在户籍簿中登记原农村住址的基础上，增加登记

城市现居住地址。同时，保持农村集体经济权属

政策不变，全面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村民在享受政

策时存在城乡差别的，坚持从优从惠原则。

69 岁的居民刘祥和就享受到了户籍地址“双

登记”的政策实惠。他的女儿患有先天残疾，每月

靠低保维持生活。“依照城市低保政策，女儿在每

月多获得 524 元低保金的基础上，每年还可以领

取 500 元的暖气费补贴。真是雪中送炭啊！”刘祥

和感慨地说。

探索推进“城中村”与相邻社区“村居融合”改

革，稳妥实施“城中村”改造工程，大力推进冬季清洁

取暖改造……随着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合理

布局和覆盖延伸，越来越多金川区群众享受到城乡

一体化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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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在

金川区西宁路两侧，总占地面积 2500 亩的城

乡产业园融合示范园项目现场，金昌江楠农产

品批发市场的有序运营让人们看到了金川区

高站位谋划、以多元业态布局推动产业集群发

展的生动实践。

产业园的美丽蓝图正逐步变成实景图。

通过招引实力强的龙头企业，聚力打造设

施农业种植区、历史文化探索区、蔬景花香游

乐区等六大功能区，加快建设金川区城乡融合

数字化高效产业示范园。目前，园区建设已初

具规模。园区建成后，将加快城乡一二三产业

融合升级、融合增值、融合收益，逐步形成具有

金川特色的农文旅综合体，为金昌市的经济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以景区旅游带动乡村旅游是助力乡村产

业兴旺的有效方式。金川区宁远堡镇龙景村

野狐湾景区拥有原生态的自然美景和民俗风

情。每到节假日，纷至沓来的游人到这里休闲

度假、放松身心。

“ 旅 游 旺 季 的 时 候 一 天 能 卖 1000 块 钱

呢。”龙景村四组村民刘玉花一边整理着货架

上的产品一边说。近年来，随着龙景村乡村旅

游蓬勃发展，大量游客慕名而来，或避暑，或休

憩，也为刘玉花的小卖部带来了新的商机。

走在金川区双湾镇陈家沟村，文昌园的各

类小吃已准备就绪，“双湾吃头·周末市集”的

正式启动使周边村民利用闲暇时间在家门口

就实现了自主创业。既让村民得到了实惠，也

丰富了城市居民的周末生活。

这些变化，得益于金川区对城乡融合发展

新路径的大胆探索。

在金川区，农村早已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

的地方，其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等功

能越来越受到各方青睐。

金川区依托“城市后花园”的优势，因地制宜

发展乡村旅游，推动城乡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通过大力培育新兴业态，巩固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成果，规划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学院，

大力推进“文化旅游＋科普研学”发展模式，依托

龙景、陈家沟、营盘等乡村旅游景点，打造贯通城

乡的精品旅游线路2条，建设运营共享农庄28 宗，

着力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美。

如今，四通八达的乡间通道、可憩可游的

美丽乡村，激活了自驾游、短线游、近郊游等旅

游新业态，观光农业、田园采摘、休闲度假等生

态休闲产业，带动了农家乐餐饮业发展，促进

了农民致富增收。

看发展 产业兴旺道路宽

金川区田园风光金川区田园风光。（。（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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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区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资料图）金川区城乡公交一体化发车仪式。（资料图） 金川区宁远堡镇龙景村野狐湾嬉雪场。

新时代文明实践长廊。（资料图）

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

如何全面构建覆盖城乡、普惠共享、城乡

一体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每一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对城乡

建设巨变的感知都在具象化：

——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将普通

参保居民住院费用纳入医疗救助报销范畴。

鼓励引导农村居民参加灵活就业人员养老、医

疗等社会保险。对城乡医疗救助对象范围扩

面提标，将普通参保居民住院费用纳入医疗救

助报销范畴，实现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均等化。

—— 探 索 城 乡 教 育 资 源 均 衡 配 置 机 制 。

挂牌成立了金昌市第三小学、双湾镇中心小学

城乡学校共同体，组建了金昌市实验小学与东

四沟小学、金昌市第六小学与农垦小学、金昌

市第七小学与天生炕小学城乡学校共同体，建

立了覆盖全区农村小学的学校共同体。

—— 让百姓喝上安全放心水。2019 年以

来，全区先后投资实施农村人畜饮水强短板项

目，共铺设干、支输配水管道 1788.6千米，修建各

类设施井858座，解决4.84万人饮水安全问题。

——农村污水“全收”不横流。2018 年以

来，金川区结合区情实际，探索出一条“城中村

接城市污水管网，中心村建设污水处理（厂）

站、全区污水管网实现全覆盖”的分类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路径。金川区成为全省首个

全域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的县（区）。

——大力推进集中供热工程。实施双湾

镇小城镇集中供热建设项目，将城镇商住户、

企事业单位全部纳入集中供热范围，极大地改

善了农村供暖条件。加大“城中村”水电气暖

网的改造力度，实现水电气暖网与城市同网同

源、互联互通。

——夯实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基础。依托

村（社区）、镇（街道）、区三级综治中心的协调

联动作用和村、社区网格员管理职责，通过金

川区移动政务平台，实现各类事项“随排随查

随处理随采集”，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防范

风险隐患，解决群众诉求。

这是金川区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

务一体化的真实写照。农村“20 分钟医疗卫生

服务圈”“30 分钟公共服务圈”等基本形成，公

共服务基本实现“小事大事不出村”，城乡融合

“融”出“向往的生活”。

说服务 资源配置均衡化

眼下天气越来越冷，金川区双湾镇陈家沟

村村民高俊元的心里却暖洋洋的。

“元旦过后，我们村天然气管道就能正式

通气了。”高俊元坦言，过去，农村做饭取暖主

要是烧煤、烧柴草。一到冬天，村干部天天嘱

咐、时时挂念村民的烧煤安全问题。

让 天 然 气 进 村 入 户 ，不 仅 降 低 了 生 活 成

本，而且让农村百姓生活更便捷、更卫生。

在金川区，城乡一体化建设融入乡村生活

的每个场景，也改变了群众日常的点点滴滴。

2022 年 6 月开始，金川区 27 个村全部通了

公交，实现了城乡公交统一管理，城乡站点统

筹设置，城乡政策同等优惠，建立了城乡公交

一体化运营体系，打通了群众出行“最后一公

里”。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制约粮食生产的

资源瓶颈。每年夏灌高峰期，用水形势都极为

紧张，但每年冬春季节由于水库库容有限，大

量上游来水却无处蓄积得不到有效利用。

金川区为破解这一难题，按照“建水网、抓

置换、拓水源”的总体思路，深入实施“百塘千

渠”水网工程，依托现有骨干渠系，规划建设

一 批 调 蓄 水 池 、塘 坝 和 渠 道 。 建 成 后 ，金 川

区将有 51 处蓄水工程，总蓄水量达到 799 万

立方米，形成“百塘千渠”架构的水系水网连通

格局。

预计到 2024 年春，金川区该批次项目将全

部完工，实现高效节水农业全域覆盖。

擦 亮 人 居 环 境 底 色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是 关

键。金川区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加快补齐

城乡融合发展短板，对农村发展的整体风貌进

行有效整治，为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打下了坚实

基础。近日，金川区宁远堡镇龙景村和双湾镇

陈家沟村荣获 2023 年度甘肃省级“和美乡村”

荣誉称号。

同时，金川区立足自身特色，充分挖掘文

化资源和区位优势，积极探索“文旅+文创”发

展模式，潜心打造不一样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不断激发群众致富

的内生动力，群众既富起了“口袋”，又富起了

“脑袋”，一条以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大道越走

越宽阔。

现今的金川区各乡村，道路变宽了，房子

变美了，空气变好了，生活变富了，一个个美丽

乡村正携手这座文明、和谐、富裕的现代化城

市款款走来。

谈变化 美丽乡村展新颜

金川区双湾镇龙寨村是远近闻名的“明星

村”。该村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特别是在自

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中探索出一条特色

亮点突出、党员群众都认可的治理路径。今

年，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这是金川区立足自身文化建设和治理工

作实际，持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缩影。

今年以来，金川区坚持把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作为平安建设和主动创稳的重要抓手

来谋划和推动，按照“一中心引领、两热线联

通、多站点覆盖”工作机制，探索校地、地企共

建模式，健全完善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

心理服务工作体系，让群众心里不痛快找社区

心理疏导员聊聊天成为常态，把社会心理服务

有机融入社会治理工作，走出了一条具有金川

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善治之路。

聚力文明实践，厚植文明乡风。金川区建

立“四位一体”文明创建联合体（一个文明单

位、一个区直部门单位联系指导一个村和一个

结对社区的文明创建工作），扎实开展“文明单

位送文明、结对共建文明村（社区）”活动，成功

举办金川区首届城乡融合社区运动会，深化拓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载体，推动城乡文明建

设高质量融合发展。

金川区深化阵地联动，打破城乡精神文明

建设融合发展壁垒。利用“小积分”撬动城乡

文明“大提升”，全面推行城乡文明积分管理制

度。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建成 128 个文明

实践驿站，组建 1032 支志愿服务队伍，招募吸

纳 1.85 万名志愿者，广泛开展“三随”主题实践

活动，采取多种方式推动高质量文化资源“下

沉”乡村。通过推动城市文化资源、人才资源、

技术资源下乡，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畅通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资源流动渠道。

此外，金川区立足资源互通，弥补城乡精

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短板。聚焦关键小事、

解决民生大事，全面推进城乡社区基础设施

“微改造、小工程、细提升”，切实解决城乡居

民群众关心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提高

城乡居民生活便利化水平，满足多样化服务

需求。

如今的金川区，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城乡公共服务“无缝对接”，人民群众在城市

文明与乡村风情的深度融合中有了更多的获

得感与幸福感，一幅城市有引力、乡村有魅力

的动人图景在眼前徐徐展开。

看人文 文明新风扑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