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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村子现在的村子，，又干净又漂亮又干净又漂亮，，路上看不见垃圾路上看不见垃圾，，面貌大大不面貌大大不
同了同了。”“。”“周末我喜欢到周边逛一逛周末我喜欢到周边逛一逛，，很适合遛娃很适合遛娃，，住一天住一天，，好吃好吃、、
好玩又好看好玩又好看。”“。”“走累了就去村民家里的庭院坐会儿走累了就去村民家里的庭院坐会儿，，聊聊天聊聊天。”。”一一
说起对长沙乡村的印象说起对长沙乡村的印象，，去游玩过的游客杨涛赞不绝口去游玩过的游客杨涛赞不绝口。。的确的确，，
如今走进长沙市的大小乡村如今走进长沙市的大小乡村，，人心和人心和，，村容美村容美，，物质与精神文明物质与精神文明
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近年来近年来，，长沙市深入学习运用浙江长沙市深入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千万工程””经验经验，，坚持把坚持把
美丽宜居村庄建设作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建的主抓手美丽宜居村庄建设作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建的主抓手，，全域全域
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市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市建设。。截至目前截至目前，，长沙市共建成美丽宜居长沙市共建成美丽宜居
村庄村庄 17671767 个个，，今年又新增今年又新增 1515 个美丽宜居村庄示范片和个美丽宜居村庄示范片和 200200 个美个美
丽宜居村庄示范点丽宜居村庄示范点，，山水洲城与山水田园有机结合山水洲城与山水田园有机结合，，长沙宜居宜长沙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正不断展现出新的面貌业和美乡村正不断展现出新的面貌。。

大力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改革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走进长沙市浏阳市永安镇芦塘村，特色民居一栋接着一栋，
无论是村民自家的庭院，还是村里的道路，都收拾得干净整洁。
芦塘村浏阳湾塘盘古种养合作社负责人于建起说：“我们村很团
结，各家打理好自己小院的同时，积极配合村里的环卫工作，共
同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022 年 11 月，长沙市实施城乡环境卫生公共服务一体化改
革，率先全省将农村的清扫保洁和垃圾处理服务纳入到各级政
府财政预算。今年，长沙市拿出 2 亿多元保障农村环境卫生村
级日常运行，明确按 90 元/人/年标准，由市、区县（市）、镇村和
农户共同承担，其中市级和区级分担比例共 75%，其余部分由镇
村自筹。这项改革被评为 2022 年度长沙市“十佳典型改革案
例”，全市 843 个村和 341 万农民成为改革的受益者。

“农村的公共卫生服务费用，不能完全由政府买单，村民同
样需要参与进来。一是出于谁受益，谁付费的考虑；二是美好环
境需要共同缔造，农户少量付费可以提升参与意识，发挥监督作
用。”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处长谢文说。目
前，776 个村通过村民自治及平等协商方式，推行农村生活垃圾
处置有偿付费，覆盖率达到 92.05%。

“通过城乡环卫一体化改革，农村保洁员的岗位不再只是福
利性、公益性的，而是向市场化、职业化方向转变。”长沙县农业
农村局人居环境办主任喻方英说，“同时，基层干部也可以放开
手脚，推进保洁工作，改善人居环境。”

玻璃酒瓶区、建筑废料区、塑料区……在长沙市长沙县果园
镇农村环保服务中心，各式各样的可回收垃圾被堆放得整整齐
齐，没有什么异味。

据果园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彭长兴介绍，
2009 年，果园镇率先成立农村环保合作社，逐步探索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处置的有效实现路径，形成了垃圾分类减量“12345”果园
模式，让农村生活垃圾可以分、有效分、群众愿意分。

所谓垃圾分类减量“12345”果园模式，就是搭建一个以农村
环保合作社为主要平台的垃圾分类场所，紧紧围绕农村垃圾分
类及资源化利用两个核心目标开展工作，建立垃圾分类减量三
级联动考核机制，坚持“四点”减量，把垃圾分类回收桶发放到
户，农户按照“沤一点、卖一点、填一点、交一点”的“四点子”方
式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源头分类处理，充分发挥保洁员作为公
共区域的清洁员、环保知识的宣传员、垃圾分类的指导员、不良
行为的监督员、环境治理的信息员的“五员”作用。

彭长兴介绍，为了让村民成为垃圾分类的主体，早在 2009 年
果园镇就开始推广“四不入桶”分类法，即一皮（瓜果皮）、两壳（瓜
子壳、花生壳）、三子（树叶子、菜叶子、扫地屑子）、四内脏（动物内
脏）不入桶，还建成了农村散户厨余垃圾沤肥池及集中预处理站
点，实现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另外，低值可回收利用、有害
垃圾送交专业公司处理，促进资源再生循环及可持续发展。

垃圾分类使村里的卫生状况形成了良性循环，并进一步带动
乡村发展。“卫生搞好了，走到哪里水都是清的，这对招商引资起
到了正面作用。”在村头的农家乐，彭长兴介绍，“到了周末，有不
少城里人到这里休闲放松，生意还不错。”果园镇起了个好头，这
几年全长沙市都在向他们学习垃圾分类的经验，已然形成示范带
动效应。

“这些玻璃瓶就是低值可回收物。我们收集的低值可回收
物，县里和镇上按 400 元/吨给予补贴，连保洁带收废品，一年下
来我可以获得近 6 万元的收入。”李忠从事保洁工作 14 年，是长
沙县春华镇龙王庙村的垃圾分类“高手”，去年她收集的低值可
回收物利用量达到 53 吨，在全镇 100 多名保洁员中排名第一，不
仅获得了 2 万多元补贴，最近还被评为镇里的“环卫标兵”。

深入实施全域美丽乡村建设

共同扮靓乡村庭院方寸地

干净整洁的乡村道路，独具特色的乡村庭院，悠闲散步的村
民和游客……在大力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改革的过程中，长沙
市深入实施全域美丽乡村建设，并同步推进美丽庭院建设，让一
户庭院变成一处乡村美景。

“在持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同时，我们联动推
进美丽环境、美丽人文、美丽经济建设，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舒适度，点、线、面结合推进美丽宜居村庄建设，推出‘花香庭院’

‘书香庭院’提升村民文明素养，挖掘‘六好’资源推动城乡对接、
村社互进，让乡村环境更加宜居宜业宜游，乡村居民更加富裕、
富足、富有。”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戴建文说。

为此，长沙聚力“三个突出”。一方面，突出规划引领，市、县
两级结合空间区位、功能分区、产业发展、资源禀赋，制定全域美
丽乡村整体规划，推动点、线、面协调推进；另一方面，突出各美
其美，指导各村根据资源特色、产业优势和发展趋势，因地制宜、

精准定位，按照农文旅融合型、产业结合型、集聚提升型分类建
设，并坚持微改造、精提升，保护乡村肌理、彰显乡愁底蕴。此
外，长沙突出全面提升，以美丽宜居村庄建设为载体，推动开展

“星城粮仓”建设示范、院士农业引领示范、和美乡村创建示范、
城乡服务一体示范、乡愁文化赋能示范、城乡互进改革示范、才
聚乡村创新示范、数智场景应用示范、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善治
乡村共建示范十大示范创建，提升美丽宜居村庄品质内涵。

近几年，长沙市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在巩固美丽
宜居村庄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打造高颜值生态乡村、高品质
宜居乡村、高质量共富乡村、高水平数智乡村、高素质活力乡村，
让乡村环境更加宜居宜业宜游，让乡村产业更加高产高质高效，
让乡村居民更加富裕富足富有，让乡村与城市实现共融共促
共兴。

长沙县果园镇田汉社区、花果村等 25 个村（社区）通过合力

创建田汉花果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片，乡村旅游正蓬勃发
展。当地有特色民宿 10 家，特色餐饮 16 家，农业瓜果蔬菜采摘
基地 11 家，周末小憩，城里来的游客可以在这里品尝花果虾等
特色美食，体验黄桃、奶油小番茄、羊角蜜等水果采摘的乐趣。

浏阳市永安镇芦塘村依托美丽庭院建设，打造了胜利和湾
里两个示范屋场，并搭配产业优势，发展采摘业。辖区内美栗谷
种植了约 1500 亩板栗，产量 30 万斤一年，游客们可以在这里感
受“竹竿一敲，‘毛球’落地”的快乐。除此之外，村里的合作社还
种植了桑果、梨子、李子等 10 余种水果，供游客体验采摘应季水
果的乐趣。

在长沙县黄花镇银龙村，村委引导村民整理好自家的“院
子、园子、屋子”，实现“美丽屋场大家造，造好屋场为大家”，在

“大家事、大家议、大家建、大家管”的氛围中，村民积极性被充分
调动起来，美丽庭院有效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全力保障农业安全生产

让乡村从“美起来”到“富起来”

在大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同时，长沙市加强保
障农业安全、提质生产，多措并举促进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民增
收致富，让农村从“美起来”到“富起来”。

为了切实推动美丽宜居村庄创建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融，打
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长沙市还整合美丽宜居村
庄、休闲农庄、特色民宿、餐饮名店、“土特产”等资源，搭建探索

“云游星村”服务平台，借助实景三维等技术手段实现“吃、喝、
玩、乐、购、住”一条龙服务。

为了实现农业特色产业布局，由政府主导，长沙市选择了具
备一定产业基础的村落，完善产业配套设施。深入发掘乡村生
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等功能，形成一批特色鲜明、业态多
元、品质一流的农文旅产业。以乡村民宿产业为例，长沙市支持
盘活闲置农房，发展特色鲜明、功能齐全、服务优质的乡村民宿，
力争每个标杆片区都能建设出标志性民宿。并配合民宿运营做
好山水田园品牌，围绕“春赏花、夏纳凉、秋尝果、冬观雪”的四季
主题开展各类特色活动。因地制宜开发“牛栏”咖啡、花田音乐、
稻田集市等年轻人喜爱的旅游产品。真正做到把美丽宜居村庄
建设作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同时以村级集体经济
的壮大反哺美丽宜居村庄建设。

此外，长沙市通过引才聚智进一步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长沙市共成立 11 个院士农业工作室（工作站），
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95 家、上市农业企业 6 家，认定
现代农业产业领军人才 120 人、高素质农民 2570 人、乡村工匠
957 名，60%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50 万元以上。2022 年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0678 元，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第 2 位。

“在推动富美产业发展中，我们始终坚持农业生产安全底
线，在发展中统筹安全，抓好农业农村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安全
生产和债务防控责任体系、监管机制，建立和完善风险隐患排查
管控，确保乡村和谐稳定。”戴建文说。

据了解，长沙市自 2023 年 2 月起，在全市实施畜禽规模养
殖、渔业养殖、饲料加工、农机四大领域安全提升行动。共有 411
家畜禽养殖场、115 家饲料生产企业、324 家渔业生产主体和 12
家农机维修保养服务站完成提升，全力保障农业安全生产，确保
农业经营主体利益不受损。

高水平安全生产增强了乡村产业发展的韧性。下一步，长
沙市将继续闯出以产促融新路径，精准对接城市要素市场和消
费市场，拓展“土特产进城、城里人进村”双向奔赴有效途径。创
新开展“村社对接共建”活动，推动城市社区和乡村结对共建，支
持“点对点”发展订单农业、认养农业等新模式。深入开展“万企
兴万村”“百社帮百村”行动，梳理企业、社会组织资源和镇村需
求，推动帮扶工作精准化发展。

4 专题 2023年12月23日 星期六

编辑：胡锦雯 见习编辑：战春阳 新闻热线：01084395091 E-mail：zbs2250@263.net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西街15号 邮政编码：100029 电话：（010）84395001 传真：（010）85832154 新闻热线：（010）84395139 每份：1.35元 月价：35.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登字20170186号 广告部电话：（010）84395213或84395219 广告总代理：农民日报（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小营支行 账号：11-042601040011350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乡
村
蝶
变
展
新
颜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美
共
融
促
振
兴

——
湖
南
省
长
沙
市
全
面
擘
画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
新
图
景

湖
南
省
长
沙
市
全
面
擘
画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
新
图
景

画里画外。蔡石姣 摄

春华镇金鼎山社区的“共享菜园”，菜园如花园。章帝 摄

春华渡槽是湖南省跨
度最长的大型农业水利设
施，全长 2100 米，高 25 米。
半个世纪过去了，春华渡槽
仍可以开槽渡水。

涂向东 摄

望城区茶亭镇九峰山村望城区茶亭镇九峰山村。。周其亮周其亮 摄摄

莲花镇“野趣猩
球”营地开展个性化
定制拓展研学。

莲花镇供图

浏阳市大围山镇金钟桥
村的大围之珠精品水果园。

贺再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