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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乡村看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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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
————广水市杨寨镇丁湾村乡村振兴探访广水市杨寨镇丁湾村乡村振兴探访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吴财荣 通讯员通讯员 吴孟春吴孟春

村党支部书记是基层党组织的主要
负责人，在乡村振兴中，党支部又是处于
领导核心的地位。作为党支部书记，既
是谋划乡村建设与发展、携手全体村民
共同富裕的带头人、引路人，也是团结一
班人同心协力抓发展、干事创业为人民
的模范。

做“两委”班子的主心骨。村党支部
书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谋划者、乡村治
理的组织者实施者、农村和谐氛围的营
造者，党在基层的形象化身。群众对党
的信任、对党的印象绝大多数是对村党
支部书记的信任。村党支部书记能力
强、威望高，村“两委”班子就有号召力、
凝聚力、战斗力。村党支部书记办事公
道、为民务实，其他干部作风自然扎实，
人民群众自然心平气顺，社会矛盾纠纷
自然减少。正所谓“村看村，户看户，村
民看干部”，干部看的是支书。所以，基
层党支部书记要争当“红色头雁”，才能
引领乡村振兴。

做政治理论学习的领头雁。当前，
村干部要学习时政理论政策，如党的十
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乡村振兴政策等，而农村工作
千头万绪、事务缠身，这需要村党支部书
记学会“弹钢琴”，挤时间学习，增强理
论、政策水平，给老百姓宣传政策能信手
拈来。理论政策水平高，老百姓信服。

做发家致富的引路人。要争做企业
家型、致富能人型支书，自己懂市场、会
管理，掌握多种种植、养殖技术，自己家
庭建设得好，产业发展得好，企业经营得
好，是村里的致富能人。致富能力强，老
百姓心服。

做孝老爱亲的示范者。乡村振兴，
文化是灵魂。乡村文化建设要从基本的
孝、老、爱、亲开始。村党支部书记在家
尊老爱幼、夫妻恩爱、宽厚仁慈，这样的良好家风定会带动乡村形
成淳朴民风。品德高尚，老百姓佩服。

做村级振兴的谋划师。选对发展路子，找准特色产业，支持配
合好乡村振兴工作组工作，借助工作组的力量，搞好村里路、水、
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好后备干部。眼光长远，老百姓顺
服。

山清水秀，草木葱绿。元旦前夕,记
者走进广水市杨寨镇丁湾村，但见宽阔
村道纵横交错，徽派民居掩映其中，呈现
出一派美丽乡村入画来的胜境。所到之
处，村民们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述近年
来村子里的变化，满足与喜悦写在脸上。

行走在漆黑宽敞的生态大道上，沥
青路面向前延伸，道路两旁栽植的紫藤、
樟树、桂花和箱式路灯格外吸人眼球。

村民严存仙高兴地告诉记者：“以前
我们这里进出村道路是崎岖不平的泥泞
小路，摩托车就很难骑进去，现在柏油路
铺通了，路灯装了，大小车子都开得进去
了，出门也方便了。”

近年来,在杨寨镇党委政府和镇财
政所的大力支持下, 丁湾村立足良好的
生态环境，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着力打造有故事、有乡愁的美丽乡村。

借力美丽乡村建设，丁湾村共整合
财政专项资金 500 余万元, 撬动社会资
金 6000 多万元,新修拓宽乡村道路 11 公
里，整修塘堰 40 口，安装太阳能路灯 200
余盏，栽植各类景观树 25万株，新建公厕
11 座，建成文化广场 7 个。同时，大规模
发展兼具休闲观光与经济价值的农业特
色产业，栽种软籽石榴 700 亩、太空莲
300亩、田瓜 150亩、黑打瓜籽 500多亩。

来到位于万家湾的“湖北鑫沄高科

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但见处处满目苍
翠，一块刻有“汝堂春农耕苑”的巨石屹
立在大院中央，格外耀眼。

鑫沄公司由该村返乡农民丁云林兄
弟创办，总投资 5000 万元。目前，公司流
转土地 1500 亩，开发“双低”田 300 亩,栽
植桂花、红叶石楠、乌桕、樱花、紫薇等风
景观赏苗木 12万株和樱桃、红叶李、胭脂
桃、无籽石榴等四季果树 8 万株；开发无
籽石榴基地 700亩；成功注册“汝堂春”酱
香菜商标，建起占地 2000 平方米的农特
产品加工厂，完善了面条、豆丝、腐乳等
食品生产线，并将产品通过电子商务平
台展示销售，使 200多户村民出租土地收
租金、入股合作社分股金、公司打工赚薪
金。

杨寨镇驻丁湾村“第一书记”丁赟告
诉记者：“村里外出务工的成功人士较
多，像丁氏兄弟这样的能人就有五六个，
百万富翁就更多了。下一步，我们将动员
引导更多的创业成功人士回乡从简单的
资金捐助向项目投资、劳力安置、技术扶
持等形式转变，利用丁湾良好的生态环
境，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建设农业产
业基地，让村子既有外表美，更有产业
美。”

走进何家湾，但见绘满忠孝故事的
文化墙、长满乡村记忆的农耕苑、展示求
学传教的太学亭、颇具荆楚风韵的观莲

台和古色古香的农家小院交相辉映。水
泥路面干净整洁，人行道上铺设了彩砖，
小花坛里栽植着各种花草，那些常见的
柴草垛、垃圾堆不见了踪影。

在村民金平平家，屋内宽敞明亮，电
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等各式家用电
器一应俱全。“和以前的老房子相比,现
在住起来舒服得多，我觉得和城里的房
子没什么两样。”金平平笑着告诉记者：

“不仅我家变化了，我们这里都变化了。
路通了，圈舍改造了，公厕修好了，整个
村子都换了个样。”

一路多景观，一湾多亮点。步入代家
湾，映入眼帘的是山上茂林叠嶂，库中碧
波荡漾，湾子干净整洁……仿佛走进了
一个浓缩的秀美家园，令人赏心悦目。

村民马秋良乐呵呵地说：“美丽乡村

建设使环境优美了，住房漂亮了，交通方
便了，心头敞亮了，日子过得也越来越有
滋有味了。”

文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灵魂。该村
通过开展“星级文明户”“好婆婆、好媳
妇、好妯娌”“最美丁湾人”评选等活动，
向社会传递着正能量。

“村里不仅注重美丽乡村硬件设施
建设和物质条件改善，而且将乡村文明
摆在了美丽乡村建设的首要位置。”村主
任丁培林介绍，目前全村建起“善行义
举”四德榜 12个，评选出“最美丁湾人”36
名、“十星级文明户”325 户，村民还自发
形成了“十六要、十六不要”《文明公约》。

村子美了、游客来了，收入高了、村
民笑了……一个文化丰厚、风景秀美的
丁湾正在向我们款款走来。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余洪涛、魏子钧）近年来，随县唐县镇华宝
山村立足“生态宜居”环境优势，以“休闲旅游型”为打造方向，围绕
全村“一片区一特色、一村落一景观”建设格局，整村推进全村美丽
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

该村发挥自然环境资源优势，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乡村旅游+古村落改造+文化古迹”助力乡
村振兴，打造休闲文化旅游精品和乡村旅游名片，走出一条集古村
落保护利用、人文景观开发、人居环境改善、建设美丽乡村为一体
的新路子。

按照“生态宜居、休闲度假”的乡村振兴发展思路，充分利用村
庄自然地势，统筹整合历史文化、地理山势、千年枣树等资源，以文
化特色、古村保护、美丽乡村为主线，突出乡土、乡情、乡俗，培育独
特的乡村文化旅游特色。以环境整治为切入点，在硬化亮化道路、
绿化村庄、美化庭院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建立了由 11人组成的
村环卫队，配备 2辆垃圾运输车，为群众分发 200多个垃圾桶，与各
户签订“包扫、包集、包整洁”的三包责任制，形成“户分类、村收集、
镇运转、县处理”的垃圾收集体系，在全村掀起“人人是美丽乡村形
象，处处是美丽乡村环境”的浓厚氛围，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极
大提升。

该村以“把村庄建成小公园、把道路建成风景线”为目标，依托
旅游环线优势，以土地流转、宅基地流转的方式，打造华宝山村独
具特色的民宿旅游。目前，已对 31 户村民房屋统一规划建设，沿
门楼统一布置灯带；修建了休闲广场，配套建设凉亭及休闲长廊，
安装太阳能路灯 35盏，实现了全村的亮化美化。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龚子文、秦政）
“过去村里垃圾成堆，生活环境不太好，通
过创建美丽乡村，村里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现在住在村里也不比县城差。”正在休
闲活动广场晒太阳的随县三里岗镇刘店
村村民曾凡平感慨地说。

近年来，刘店村启动美丽乡村整洁村
建设，通过“清、拆、整、建、管”五个方面齐
抓共进，一周一变，循序渐进地开展美丽
乡村建设，已由一个垃圾随处见、污水遍
地流的村庄，变成整洁、舒适、宜居的美丽
乡村。

“自决定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来，村
民们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
使。”刘店村村委会副主任喻志龙介绍，全
村紧紧围绕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决策部署，
坚定整治方向不动摇，建设工作不懈怠，
不断增进村民建设美丽乡村共识，持续发
挥微信等新媒介的重要作用，把村民的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整洁村建设的要求上来，
“微信群里持续更新着刘店村整治进度，
让外出人士也能看到家乡实实在在的改
变。”

同时，内外合力，积极联系外出人士
和乡贤为刘店村长远发展建真言献良策。
他们真诚地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和意
见，以主人翁的姿态为刘店的发展出谋划
策，真心实意地贡献智慧力量，促进刘店
村在建设过程中及时调整整治方式。全村
人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形成一股无坚
不摧的合力，全面推进刘店村发展。

该村充分发挥村大人多的优势，通过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和户代表会议等方式，
一致通过村庄整治方案，清理村庄范围的
垃圾和乱堆乱放物品，对废弃的旧猪牛
栏、大街小巷占用集体用地乱搭乱建的房
屋以及无人居住的危房进行拆除，铺设雨
污管网和修建污水处理池。

刘店村通过清拆乱搭乱建，重新疏通
街道并进行道路硬化，在清拆危房后的宅
基地上复垦复绿，在宅基地栽种上时令蔬
菜，方便生活之余，增添田园风光，在平整
的场地上重新打造“幸福驿站”。

污水和垃圾是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的重点和难点，刘店村开挖埋管，填土
硬化，共铺设雨污分流管网 1000 佘米，修
建了污水处理池，改善了污水横流的现
象。过去村民直接把垃圾倒到河边，现在
家家户户购置分类垃圾桶，实行“户分类，
村收集，镇转运，县填埋”的模式，自觉把
垃圾倒到垃圾收集点，村庄环境焕然一
新。

民风淳朴、邻里和谐，一直是刘店村
的传统。为了保持优良传统，该村制定了

《村规民约》《卫生公约》，对村民的行为规
范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聘请 20 名保洁
人员作为村庄环境长期的管护人员，自从

有了专人专项专管，刘店村的环境得到了
极为明显的改善。

刘店村在美化村里环境、改善村民生
活的同时，注重村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动
员村民广泛参与文明村建设，让村民在参
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教育。为了激发广
大村民参与文明村建设的积极性，该村采
取多种形式，对广大村民进行了深入的思
想发动。通过张贴宣传标语广泛进行宣
传教育，用制度对村民言行进行约束，常
态化开展“道德讲堂”“人人动手，共建美
丽家园”等系列活动。

“在参与美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深
切体会到，优美的环境和优良的秩序来之
不易，我们更应该加倍地珍惜和爱护。”喻
志龙说，刘店村现在就是一个大家庭，村
民都是一家人。人心齐，家业兴。刘店村
通过村民的齐心协力，已经蜕变成为舒适
宜居的美丽村庄。

改善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刘店村多举措发力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熊涛、程兵）山峦层林尽染，田野
蓝绿交融，村庄鸟语花香……走进广水市关庙镇铁城村，
一幅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展现在眼前。

近年来，铁城村围绕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思路，坚持规划引领、高点定标、突出
特色、有序推进，切实将铁城打造成为现代版的“富春山
居图”样板地。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铁城村整合财政专项资金 600多
万元，撬动社会资金 1200万元，大力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治
理。对 11 公里乡村公路进行提档升级，全线刷黑，绿化、
亮化全面配套；整修当家塘 2口，改造清水塘 9口，铺设污

水管道 2000米；建景观台、凉亭 3处，建休闲广场 1处，建
公厕 7座，建停车位 40多处；栽种各种景观树 6000多株，
拆除房屋 10 户 20 余间、废旧猪圈 30 处。如今，“人人爱
铁城、人人建设铁城”已蔚然成风。

漫步在铁城村，1500 亩苗木基地、300 亩油茶、600
亩彩叶豆梨……一个个特色农业基地“争奇斗艳”，不仅
为大地增添了色彩，还为村民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土地流转有“租金”，做工可以挣“工资”，入股能够
获“分红”，一个产业就成为撬动农民增收的一个引擎。

铁城村立足村情，探索出“短中长”三线产业致富模
式。短线重抓香菇种植、艾叶种植、基地务工等短平快

项目，实现当年致富；中线抓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花卉苗
木等环保生态林果业，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多赢”；
长线重点发展乡村旅游，实现长远可持续。

在铁城村湾湾组组，但见白墙黛瓦、水清岸绿，犹如一
幅山水画。而农家院落墙壁上一幅幅生动反映当地民风
民俗和农耕生活的壁画，更是让人心旷神怡。“在美丽乡村
建设的基础上，我们对全村 5 个村民小组开展房屋风貌提
升和庭院景观打造，在保持乡村原有风貌的前提下进行美
化提升，壁画给这些村落增色不少。”该村党支部书记邢明
旺表示，这些艺术壁画让村庄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地结合
起来，为铁城村的乡村振兴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铁城村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陈炯）在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曾都区万
店镇小河沟村积极整治人居环境，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和
产业发展，美丽乡村美了“面子”，实了“里子”。

小河沟村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人居环境整治，层层压实责
任，大力宣传人居环境整治的必要性，被评为全省美丽乡村示范
村。通过积极争取资金，该村打造了 1 个新时代文明广场，6 个文
体活动广场，配备了一批康体养生锻炼的体育设施，这些基础设施
的改善，把村民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

小河沟村还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延长和焊稳农民的“增
收链条”，筑牢和铺平农民的“致富道路”，让村集体收入得到壮大。

基础设施改善了，人居环境改善了，该村还千方百计引领村民
发展产业致富。近年来，小河沟村率先推出了土地整村流转模式，
全村 80％的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流转面积达到 3000 多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 80%。已建成蔬菜大棚 1000 亩，水果采摘农业示
范园 200亩，菜豌豆 1000亩。“菜园子”变成“钱袋子”。大棚蔬菜年
可为菜农带来收入 800多万元。

环境整治美了“面子”，产业发展实了“里子”。小河沟美丽乡
村建设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乡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
幅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小河沟村
美了“面子”实了“里子”

华宝山村
打造宜居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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