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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月 25日 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创建

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在创文创卫工作中，市农
业农村局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关键环节，积极做好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工作，着力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切实维护好“舌尖
上的安全”。

去年来，市农业农村局不断强化源头治理,大力加强监管监测,有
效夯实食用农产品安全基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在 99.2%以
上,完成了省定目标,有效保障了全市的食品安全。聚焦压实责任，完
善制度机制，局党组把食品和农产品安全做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形成
了农安牵头、行业配合、上下联动的监管体系，积极探索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管理，试行合格证制度，倒逼生产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聚焦
风险防范，提升监测水平，开展技术培训，着力提升检测水平，督促各
地按照年度抽检计划，高频次、全覆盖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聚
焦源头治理，严格投入品监管，严格农兽药生产经营管理，开展耕地
生产障碍修复安全利用，开展农兽药市场监督检查。聚焦专项整治，
严惩违法行为，注重普法宣传，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宣传“五进”
活动，开展问题产品溯源调查和处理，与市场监管局等七部门部署联
合开展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聚焦生产方
式转变，增加优质食用农产品供给，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开展农兽
药减量行动，增加优质食用农产品供给。

实施城区内活禽屠宰是保障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的有效手段，市农业农村局积极行动，全力配合政府部门做好活
禽集中屠宰推进工作。配合市政府制定《随州市中心城区禁止活禽
交易屠宰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农业部门职责，梳理和细化农业
农村部门在活禽屠宰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在活禽集中屠宰工作方面，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对禽类在养殖和进入批发零售市场前及定点屠宰
环节的质量监督管理；落实官方兽医派驻和监督监测两项制度，规范
实施检疫活动。调查摸底活禽市场，组织曾都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开展对市场内活禽经营屠宰户的摸底调查，目前已摸清 58家活禽经
营户经营状况和意愿。严格临时屠宰点检疫，夯实临时活禽屠宰点
管理工作，现场检查蒋家岗（立交桥东)、南郊花园 5 组、老火车站（北
货场)3个临时屠宰点，督促派驻的官方兽医严格实施检疫。

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辍足。创文创卫,永远在路上!市农业农村局
全体干部职工必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扎实的作风推动创建目标
圆满完成，为我市双创工作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自我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文明城市的集结
号吹响以来，随州市农业农村局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全员参
与，勇于担当，全力以赴，打造美丽宜居乡村环境，全面
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以实干的作风、扎实的工作助
推我市创文创卫迈向新征程。

为了真正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
乡村振兴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多
措并举在全市全区域、全方位、全
时段开展农村环境大提质，凝神
聚力提升乡村“颜值”，使农村面
貌焕然一新。

去年，市农业农村局集中打
造了随县中部片区 316 国道沿
线、广水市十蔡牛程线等 5 个示
范片、160 个行政村。今年，将接
续打造随县随南“百里画廊”示范
片区、广水市月光海高质量融合
发展示范片区、曾都区城乡融合
发展示范片区、高新区 316 国道
美丽长廊示范片区 4 个示范片、
160 个行政村，推动美丽乡村由

“一处美”到“一片美”再到“全域
美”。

村庄规划高效编制。结合国
家、省乡村振兴战略和以美丽乡
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为主线，以“绿色发展、生态
发展”为原则，按照“串点成线、连
线成片、整体提升”的要求，突出
乡土、体现特色、因村而异、打响
品牌。截至去年年底，共完成 73
个省级示范村、34 个市级示范村
和 317 个整治村、一般村村庄规
划和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其中，
曾都区洛阳镇小岭冲村村庄规划
入选“全省美丽乡村村庄布局规
划典型案例”。2022 年，广水市
在精品示范村基础上进行叠加提
升，突出产业支撑发展，积极启动
申报水美乡村建设，重点打造“
蔡河镇—应山河干流甸子山社区
段，蔡河镇易家河腾龙蔬菜基地
段；十里街道—宝林河新华村至

宝林街段，十里街道观音村农村
河道段”等“应山河流域一办四镇
十区段”，建设成“一市一带、一带
几群”的水美乡村集中展示带，形
成宜居、宜业、宜游乡村旅游示范
带。

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着力抓
好“农村垃圾治理、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农村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
升、建立和完善长效管护机制”等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工作，协
同推进五清一改、村庄清洁、爱国
卫生等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共
建 改 农 村 无 害 化 卫 生 户 厕
171410 户，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 88.85%。开展农村厕所粪污
和生活污水统筹治理试点 5 个，
撬动各地开展统筹治理项目 167
个。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基本
实现全覆盖，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农村生活污水乱排乱放
得到有效管控，污水处理率进一
步提升。农村环境长期存在的脏
乱差局面得以扭转，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随县出台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硬十条”，获评全国村庄清
洁先进县。高新区淅河镇以“五
化”为重点，持续加大卫生死角和
薄弱环节整治力度，扮靓美丽乡
村“颜值”。曾都区、广水市十里
街道办事处、大洪山风景名胜区
长岗镇获评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先进单位。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把完善
基础设施与提升公共服务同步推
进，以全力擦亮小城镇为契机，以
村庄道路改造、沿线绿化提升、电
网改造升级等为建设重点，持续
推进水、电、路、讯、物流等农村公
共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 2021
年以来，累计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
线路 232 公里，新建农村公路 679
公里、提档升级改造 267 公里，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8.97%，农
村供电可靠率达 99%，农村地区
20 户 以 上 自 然 村 光 纤 覆 盖 率
98.1%，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实现
4G 网络全覆盖。大洪山风景名
胜区推行“无感通行”“绿色通行”

“VR 游景区”等数字科技，强化
景区配套建设，提高景区服务水
平，积极争创省级旅游度假区、湖
北省旅游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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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我市广袤的乡村田野，一座座设施配套的文化
广场、一幅幅寓意深刻的墙体画令人赏心悦目。在这里，
现代文明与田园风光相互交融的文化小康村正在演绎一
场“美丽嬗变”。

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总方针，补
齐农村发展“短板”，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大力推广乡风文
明，不断提升村民生活品质，擦亮了乡村振兴的“底色”。

乡村产业实现蓬勃发展。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
点，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聚焦重点、聚集资源、聚合力量，
全力促进乡村产业持续稳定发展。一批批彰显地域特
色、体现乡村气息、承载乡村价值、适应现代需要的乡村
产业正在起势，一个个大项目好项目接踵落地，一家家乡
村人民公司破土而出。曾都区洛阳镇依托当地区位优
势，大力发展集餐饮住宿、休闲度假、文创经济、农副产品
电商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百美村宿”项目，带动当地百
姓实现“共同富裕”。大洪山风景名胜区有效融合当地美
丽的乡村风光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让美丽乡村建设与文
旅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山里民宿、清香荷院、竹韵山房等
一大批名宿成为网红打卡地，以颜值聚集人气，以人气拉
动消费，“美丽经济”欣欣向荣。广水市探索推进“乡村人
民公司+乡村旅游”模式，发展民宿、农家乐 300 余家，城
郊油榨桥村爱莲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人气赚“财气”，依
托红色战地医院和莲花基地，兴建游乐园和观光小火车，
每日游客四五千人、收入 2 万余元，“美丽产业”红红火
火。

乡村文明蔚然成风。文化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
市农业农村局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
本，正党风、促政风、带民风，村风民风逐渐好转，乡风文
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文明和谐家庭”“平安乡村”“平
安县城”等群众性创建活动精彩纷呈，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遍地开花，乡贤文化泽被乡里，乡风文明常态长效。
广水市吴店镇楼子湾村元宵节组织开展“党建引领乡村
文明建设 弘扬传统文化喜闹元宵”村晚活动，丰富了大
家的文化生活；郝店铁城村持续完善“一约四会”机制，村

“人民公司”拿出 10%收益用于村风建设，奖励先进、鼓励
见义勇为等，培育了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曾
都区洛阳镇和随县凤凰山村、广水观音村、梅庙村获评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和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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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城村人民公司保洁队

▲ 优化布局小岭冲村

▲ 产业融合泉水村

▲ 农村环境大提质现场推进会

▲ 美丽宜居观音村

▲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培训现场

▲ 美丽乡村建设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调研督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