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地传真

2024年10月28日 星期一

编辑：陈子璇 新闻热线：01084395123 E-mail：nmrblc@126.com 5乡村建设

和美乡村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见习记者 鲍捷讯

日前，《贵阳市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
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发布并实
施。该条例是贵州省贵阳市制定的第一
部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地方性法
规，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在全市落地落实的重要成果。

《条例》明确了市（县）政府、农业农
村、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城乡建设等主
管部门，以及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在
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中的职责。在规
划和管控方面，结合贵阳市农村实际，明
确了新建住宅的宅基地面积、建筑层高
和建筑面积等标准，以及附属用房的层
数、层高和建筑面积标准。

同时，《条例》还对农村村民住宅建
设的申请条件、申请材料、不予批准情形
等也作了详细规定。针对贵阳市城镇开
发边界范围内农村村民建房需求，《条
例》将此区域的建房情形作为特别条款
单列，在保障村民刚需的同时，体现分区
管控、分级管理原则。

《条例》厘清了各职能部门、乡镇政
府及村级组织的职责，明确了从规划与
管控、申请与审批、建设与管理各个环节
的具体要求、责任主体以及办理流程，有
助于杜绝违法建设。通过规定城镇开发
边界范围内住宅建设管控和住房需求保
障措施，满足该区域内村民的住房需
求。同时，设置了农村建筑工匠培训和
管理的制度措施，提升工匠技能水平，保
障住宅质量安全。

贵州贵阳市

提升农村住宅建设管理水平

□□ 郝东伟

笔者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
至目前，河北省累计建设和美乡村重点
村 8242 个，布局建设和美乡村重点片区
22 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阶段
性成效。

近年来，河北省在认真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的基础上，以“环、带、片”为布局
重点，聚焦提升人居环境舒适度、优势产业
集聚度、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
度、乡村社会善治度，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持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我们根据农村发展阶段、经济基础、
人口流动趋势等，采用分层分类方法，将
全省农村分为干净整洁村、美丽宜居村、
和美共富村，分别明确建设内容和发展重

点。”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村庄环境整治擦亮和美乡村底

色。河北省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放在推
进和美乡村建设的首要位置，将工作重点
转到彻底清理整治“脏乱差”上来，相继开
展农村地区垃圾污水和黑臭水体整治百
日攻坚集中行动、沿海地区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专项行动等，从农民群众可感可
及的实事入手，打响垃圾歼灭战。

以重点片区为载体率先建成和美乡
村样板。河北省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
点片区作为长期稳定的载体和抓手，“省
市县”三级每年布局建设一批和美乡村
重点片区，和美乡村集中向片区内布局，
整合引导政策资源、资金项目向重点片
区集聚，推动重点片区逐步扩容升级，率
先建成典型样板。

河北

累计建设和美乡村重点村8242个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见习记者 鲍捷讯

走进山东省沂水县许家湖镇快堡村
的“桂花巷”，巷道干净整洁，巷边村舍错
落有致，一阵秋风吹来，空气中弥漫着阵
阵花香，村边溪流汩汩，傍晚人们沿着河
边悠闲地散步，俨然一幅宜居宜业的和美
乡村画卷……

近年来，沂水县对标学习“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经验，推进实施“百村示范，千
村整治”工程，以“全域整治”为目标，不断提
升农村基础设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过去这里杂草丛生，垃圾随处可见。
现在大变样了。”说起村里的幸福生活，沂
水县圈里乡桥北头村村民刘仕余欣喜地对
记者说，“现在晚上大家都喜欢出来转转，

环境好了，空气都新鲜不少！”如今，“全域
整治”工作使得群众生活品质显著提升，老
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村里的变化。

“走，去打扫卫生啦！”作为志愿者的刘仕
余正吆喝着，叫上村民自发清理自家门前屋
后的垃圾杂物，大家纷纷拿起工具“热火朝
天”地干起来，着重清理重点区域和卫生死
角，有效解决了人居环境的顽固问题。

发动全民参与，是沂水县抓好环境整
治的制胜法宝。沂水县坚持政府主导、部
门联动，突出群众主体作用，鼓励群众自建
自享。目前，沂水县逐步形成村民积极参
与公共环境管理的良好治理氛围，并探索
建立了群众参与的长效管护机制。此外，
镇村按照统分结合的原则，组织了专业队
伍做好公共区域整治管理，做到全域整治
无缝对接。

“我来领东西了！这个月又攒了不少积

分呢。”在积分超市门口，院东头镇四门洞村
村民郭英高兴地招呼道。如今，院东头镇四
门洞村积极运用“积分超市”的基层治理方
式，培养村民的卫生意识，提升文明素养。
村民日常的良好习惯可换取积分，积分可累
计并换领洗衣粉、垃圾桶等生活用品。东西
不多，却激发了群众参与热情，为乡村治理
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不在于一朝一夕，应注重链条管理、综合
施策。”院东头镇四门洞村党支部书记徐养
民介绍，针对残垣断壁、乱扯乱挂等问题，村

“两委”组织集中攻坚、综合施治。“我们按照
‘地毯式、无盲区’的整治要求，进行彻底清
理、动态管理。”徐养民说。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不
断推进，越来越多风景秀丽的村庄涌现在沂
水大地上。据了解，从 2023年启动“百千工

程”以来，沂水县统筹整合各类资金 3.85 亿
元，实施各类村庄基础设施项目781个，2024
年将聚力打造完成 9 个示范村、提升 100 个
整治村，握指成拳形成聚合效应，有力有序
全域打造和美乡村。同时，沂水县还专门设
立了人居环境奖补资金，按照“片区乡镇”和

“提升乡镇”实行分类奖补，激励镇村大干快
上、创先争优。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目前，沂水县不仅深入挖掘乡镇业态资源，
打造了“红色葛庄”“花漾塔坡”等特色乡村
15 个，还按照党建引领片区推进的思路模
式，抓好环境连片提升。沂水县结合30个省
级和美乡村创建，实施龙家圈街道“崮下湖
畔”、许家湖镇“花开长虹”、四十里堡镇“风
韵古埠”等17个“百千工程”片区和富官庄镇
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等 11个省、市、县
乡村振兴片区，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山东沂水县

全域整治 共促和美

□□王红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昊

金秋时节，走进新疆库车市城南街道禧
源社区的天河新城小区，小区内环境宽敞洁
净，垃圾摆放整齐有序，超市、广场等基础设
施齐全，散步、打牌的老人和玩耍嬉戏的孩
童，构成一幅祥和幸福的画卷。

记者从库车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近
年来，库车市把城乡危旧房改造、易地扶
贫搬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坚持统筹谋
划，协调推进，根据国家政策，结合库车实
际和群众意愿，推动民生福利、发展红利、
安全保障协调统一，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大幅增强。

天河新城小区是新疆库车市城乡老旧
危房避险搬迁安置点之一，阿米丁·尼札木
的家就在这里。“搬过来三年了，全家人都特
别喜欢这个新家。这里水、电、暖、气设施齐
全，70 多岁的老妈妈住在这也更有精气神
了。”阿米丁开心地说，“以前住的是低矮的
小平房，冬季取暖烧煤，一刮风灰尘飞扬，日
常生活不方便，居住环境、卫生条件都很
差。是国家一项项的好政策，让我们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危房避险搬迁让我们过上了新生活，
日子越来越好。”同住小区的黑力力·喀日
的家原来在伊西哈拉镇库木艾日克村，住
土坯房，家里仅有几亩地，一家人生活全靠

黑力力务工来维持。如今新家的落地窗
帘、环形吊灯、蓝色墙饰等把家装扮成了童
话般。“大女儿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小女
儿还在外地读大学，我每天在早市、南湖夜
市做水果生意，生活越来越好了，收入很不
错。”黑力力谈起家庭生活幸福满满，对未
来充满信心。

据了解，禧源社区成立于 2016年，随着
库车市城市建设的提升，社区由2000余人增
加至 9000余人，成为搬迁安置人口多、流动
人口多、一老一小多的多民族融合大家庭。
社区建设服务中心、义务教育学校卫生室、
综合文化场所等一应俱全，完全满足各族群
众日常生活需求。

不 仅 要 搬 得 出 、稳 得 住 ，更 要 能 致
富。“社区依托附近的南湖夜市，党群服务
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以及社区的 5 个
志愿服务队，开展多元化服务。”禧源社区
党支部书记祁世剑介绍，为解决搬迁安置
人口就业增收问题，社区定期开展相关的
职业技能培训，及时同企业对接，设立专
场招聘会，通过网格群及时发布空置岗位
信息。

截至目前，禧源社区已在南湖夜市开发
设置了 200余个摊位，为社区群众提供就业
创业平台，社区就业人口比例从最初的 57%
增长至 77%，社区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群众
精神面貌明显改善。

新疆库车市

告别土坯房 喜圆安居梦

近日，国网吉林伊通满族自治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农户家中开展秋收
安全用电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图为该公司马鞍供电所员工向农户宣传秋收安全用电
注意事项。 邢紫玉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振中

一个村，为了保护一排距今近 600 年
历史的“诗文”石刻，农房改造为它“让
路”。一个乡，为了保护一棵棵有上百年
树龄的樟树，规划建设为它腾挪空间。一
个景区，为了按农民意愿留下一片民居，
利用“公司+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
制，打造成了乡村茶吧。

这一切都发生在有“秀丽樟乡”美誉
的江西省安福县。无论是保护一排石
刻、一棵棵樟树，还是一片片农房，既是
在保护自然生态，也是在美化农民赖以
生存的家园。

安福县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县、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江西“四融
一共”和美乡村建设先行区，坚持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有序有效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在安福县
委书记毛江虎看来：“安福是由一个个和
美乡村、秀丽家园组成的，因此要以秀丽
家园为载体，让全县各个乡村比拼竞秀、
让安福乡村在全国出彩出秀，让广大游客
都来安福观光揽秀。”

景村融合秀出彩

和美乡村建设，只有各美其美，才能
美美与共。安福县各个乡村美在哪里？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安福县在和美山村
建设过程中，首先念好的就是“山”字经、

“水”字诀。
沿着盘旋的山路，走进安福县山庄乡

高坵村，改造一新的农舍在远处山林的掩
映下，别有一番灵动的生气。

高坵村村如其名，位于虎形山脚下，
周围小山环绕，其中江夏自然村东南片
区是荒山荒野。作为山多水少的乡镇，
山庄乡如何依托山地资源谋划发展至关
重要。近年来，山庄乡利用安福县入选
和美乡村“四融一共”先行区的契机，以
江夏自然村为中心，投资 2亿元打造占地
5000 亩的“福安谷”田园综合体，并依山
谷地势建设了山上茶园、山腰家园、山下
田园等景观，成为以景村融合为主的和
美乡村示范村。

村民胡正兴的新房紧挨着江夏休闲
农业观光园，如今，他正打算把门前的院
落改造升级成民宿。“现在村里不仅居住
环境得到了改善，还让我们在‘家门口’就
能赚钱。”

高坵村党支部书记戴小超介绍：“以

前村里产业基础薄弱，村民都在外面打
工。现在种上了白茶和中药材，村民不
仅有土地流转收入，平时还能到种植基
地务工，今年村里务工收入预计可达 80
多万元。”

据了解，高坵村山上680亩茶园，今年
的茶叶产业综合产值近 200 万元，山下
200 多亩稻田收获时节遍地金黄，吸引了
不少游客拍照打卡。

除了高坵村外，山庄乡秀水村则“以
水为媒”描绘乡村美景。在秀水村大智
自然村，智溪河蜿蜒流经村庄，大智“彭
氏家族”石刻成排矗立在河畔——这是
国内为数不多的将家族史刻在石头上的
遗迹。

为了保护石刻群，村民自发地将农房
建在河对岸。小桥流水绕石刻，农舍炊烟
萦怀里。“水与石”的融合成就了秀水村，
该石刻群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因地制宜的景村融合为安福县带来
了生机。秀水村成为江西省 AAAA 级乡
村旅游村点，福安谷创建成为江西省级乡
村森林公园，而安福跻身全国村庄清洁行
动先进县……安福和美乡村在全省乃至
全国“出秀出彩”。

一村一业特色足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看看！和美乡
村建设同样需要比一比。”安福县委副

书记、县长华桦说，“乡村建设不要作
秀，而要‘竞秀’，要用绣花功夫精雕乡
村之美。”

每年的“看特色、看变化”流动现场会
在安福各个乡、村举行。“现场会主要看三
个内容：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农业产业发
展工作、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同时也
要评问题、找差距、谈整改措施。”安福县
农业农村局局长刘小兰介绍。

石溪村地处城郊，枫塘村是偏远乡
村，两个村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不
一。县、镇两级党委、政府却“因村施策”，
让两个村在和美乡村建设的赛道上同台
竞逐。

安福县是“井冈蜜柚”之王——金兰
柚的发祥地。石溪村山多，于是因地制宜
发展“双绿产业”——柚子和茶叶。院后
种柚，山上种茶，村里茶园规模有 1500 余
亩，金兰柚更达 3200 多亩。2023 年全村
蜜柚、茶叶年产值分别达 1亿元，“双亿产
业”推动石溪村建设和美乡村，也被列入
安福县城西片区生态文化休闲特色小镇
范围。

枫塘村田多，全村有水田 2400 多亩，
因此，枫塘村结合本村实际兴起“双黄产
业”——油菜、烤烟。该村仅油菜和烤烟
产业年产值超过200万元。

“专家来教技术，哪有学不会的。我
种了烤烟 28 亩、晚稻 35 亩、油菜 12 亩，年
收入将近 20万元呢。”67岁的顾雨章喜滋
滋地述说现在的好生活。“双黄产业”带动

了农民增收、集体增富。目前，枫塘村村
集体年经济收入超20万元。

全域旅游促增收

章庄村虽然是章庄乡集镇所在地，但
地处偏远、经济落后、人口稀少，全村常住
人口不超过 600人。“两年前，除了兔子进
村，其他的进来极少。”章庄乡党委书记董
辉自嘲地说。

章庄村森林覆盖率高达 83%，珍稀动
植物种类达 60 余种……当过县扶贫办主
任的董辉认识到这其中蕴含的生态价
值。如何把绿山青山转换为金山银山？

章庄决定以乡宿产业带动和美乡村
建设。长期在北京打拼的村民叶爱民听
说村里要建设，便决定返乡回来打造“兔
子的老家”乡宿。

借全县发展全域旅游，章庄通过乡
宿建设带动全乡打造和美乡村。森林
的生态优势让章庄村成为远近闻名的

“宜游后花园”。2024 年暑假，近 5000 个
家庭从北京、上海、长沙等地慕名前来
旅游康养。

旅游富民，农民增收。在“兔子的
老家”乡宿，300 名村民长期在此就业，
人均年增收 4 万余元。“农民通过流转山
地给乡宿，还可以获得租金 1 万元。”董
辉说。

在“兔子的老家”乡宿带动下，章庄村
村集体建设了一个农耕文化园，23户村民
入股，每户每年可获得 500元股金。“股金
一份收入、工资一份收入、租金一份收入，
家里一年能多 10万元呢！”村民罗娟满意
地说。

环境变好了，村民的腰包鼓了。今
年，章庄负氧离子含量达到每立方厘米
8.2 万个以上，从省级卫生乡镇成为国家
卫生乡镇创建者。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
而来，高峰时期一天有 4000 名（相当于章
庄全村常住人口的6倍多）游客入住“兔子
的老家”乡宿，为村里带来收益。

宜居宜业宜游，带动了农民收入提
升、农村生态环境提升、农民精神面貌提
振，让村民们逐步迈向“物质生活、精神生
活”的共同富裕。“我以前在封闭式的仓库
做仓管员，如今回到老家在开放式的乡宿
做礼宾员，感觉自己都脱胎换骨了。”罗娟
言语之中充满了感慨。不只是罗娟，许许
多多的安福人和村庄一样，无论是颜值还
是气质，无论是洁净美还是精气神，都实
现了“脱胎换骨”的转变。

图为洋溪镇牌头村和美乡村。 受访者供图

“秀丽樟乡”何以出彩出圈？
——江西安福县长效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 黄洪欣

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紧盯住建领域民生实
事，推进乡村振兴取得实效。目前，为全
区两个行政村升级改造村级道路 52 条，
8274 延长米，新建围墙 4522 延长米，安
装路灯 87 盏，增加绿化面积 2000 平方
米，惠及村民 200 余户，村民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

为高效推进乡村建设工作，友好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构建“四个体系”闭环工
作机制。结合区域实际，制定“1+N”台
账，明确重点任务及完成时限，以制度落
实推动任务落实。目前在建项目3个，其
中，友好区雨污分流项目一期工程预计年

底前完工，提前一年完成工程项目建设；
上甘岭镇集中供热热源改扩建项目，预计
9月末完工；伊春市友好区双子河镇排水
防涝设施建设项目，预计今年底完工。

面对重点难点问题，友好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敢于攻坚破题，建立攻坚破
难台账，针对两个难题制定季度攻坚措
施，明确责任人和时限。稳步推进上甘
岭镇集中供热热源改扩建项目，加大力
度巡查雨污分流项目，双子河镇排水防
涝设施建设项目有效缓解内涝问题。此
外，已完成路面维修 5 处、倒灌维修 36
处、下水井修缮38处、彩钢瓦维修84处，
修复楼顶漏水及外墙保温 250 处等其他
维修工作；打造沿岸绿道 2 处、林荫路 3
条、公园绿化活动场地2处。

黑龙江伊春市友好区

升级改造村级道路52条

□□ 隆太良

今年暑期，重庆市石柱县桥头镇吸
引了众多美术院校的师生前来开展户外
写生创作活动。师生们围绕当地的历史
文化、自然景观、人文风情等，用画笔勾
勒出一幅幅乡村美景。

近年来，石柱县围绕“艺术唤醒乡
土，美育赋能乡村”发展理念，聚焦乡村
振兴与教育发展“双融互促”，依托桥头
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在该镇深
入挖掘特色民俗、乡土文化、古址院落、
自然生态等资源，因地制宜打造“乡村艺
术写生创作基地+教育德育美育实践大
课堂”，擦亮了“写生基地”名片，促进了
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石柱县与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
等 9所高等院校及相关企业达成合作协
议，以“民营企业+县属国企+村集体企
业”市场化运营模式，借助专业设计团队
力量，高水准编制桥头镇乡村艺术写生
创作基地建设方案，按照“两核四翼”布
局，打造历史文化、自然景观、人文风情
等写生创作点位56个，推动形成集写生、
游学、摄影、乡村影视、乡村音乐、美育劳
动于一体的产业链模式，打造出具有鲜
明特色的艺术写生创作基地。

2023 年，桥头镇写生产业共计接待
5600 余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1100 余万
元，为当地群众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537
个。今年，预计写生总人次将突破2万人
次，综合经济效益可达5000万元以上。

重庆石柱县桥头镇

校企共促打造写生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