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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旅游 主办：大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随州日报社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大洪山风景区不断深化建设模式，统筹推进经济、生
态、社会和党的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走出了一条品质不断提升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

提质美丽乡村建设 打造生态宜居家园
——大洪山风景名胜区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记略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贺晓利

一是党建引领坚强有力。开设“支部书记大讲堂”，启
动“村长论坛”，深化“村湾夜话”，组建红色物业，落实“访、
议、解”，实施“三治融合”“一约四会”“四议两公开”；注重

“头雁”培养，抓好干部培训，培植潜力，提供动力。
二是党建带动共建活力。组织“万户家庭讲家风”演

讲，及时发掘和宣传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大力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依靠群众自治组织，积极引导村
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大力弘扬时代新风，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由于乡村治理有力有
效，现今景区人心向善、正气充盈、民风淳朴的社会大好局
面已经形成。

下一步，大洪山将坚持“串点成线、连线成片、辐射带
动、全域推进”的整体思路，加快推进 S333 省道百里画廊中
轴线示范片、村庄清洁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美丽乡村
示范点、产业发展建设等重点项目，抓紧实施乡村振兴 2022
年“444”工程，即：创建乡村振兴示范村，以地方 2022年债券
资金为依托，以点带面，在全区打造 4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创建乡村旅游示范村，先行试点，在全区打造 4 个乡村旅游
示范村；创建乡村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大力实施农业“特”

“优”战略，在全区范围内打造 4 个设施农业示范基地……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擎起一面“党建”旗
聚合治理能效

今年以来，该区美丽乡村建设在 2021 年建设的 2 个示范村、7 个整治
村的基础上，着力打造和提升 S333百里画廊中轴线示范片，推动形成全区
以 S333 省道、旅游大通道、村级主干道为轴心，从“一处美”，迈向“一线
美”，成就“全域美”，绘就一幅乡村振兴的“富春山居图”。

美丽乡村，规划先行。该区坚持因地制宜的规划原则，用生态和乡愁
为美丽乡村蓝图擦亮底色、增加成色。景区美丽乡村规划从人民群众反映
最迫切、最直接、最现实的环境整治和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入手，结合村湾地
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实施差异化引导、个性化塑造，采用“乡贤绘
草图，专家定蓝图”的办法完善规划设计，不搞大拆大建，一户一图、一湾一
策，已取得全区整体规划设计“村民易懂、村委能用、乡镇好管”的效果。

景区已委托专业工程设计公司进行系统编制，做到了 9个行政村村庄
分类和布局规划以及公墓布点规划全覆盖，3个示范村率先落实了布局规
划。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编制组对规划所需的基础资料进行了系统全面
的收集，认真听取了各方对方案编制的意见和建议，并开展了大量的社会
调研工作、多轮次的评审会议，已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
规划体系。该规划严格遵循国土空间规划、景区发展规划，管用实用，已发
挥了指导、引领、约束的作用，并将“一张蓝图绘到底”。

画好一张“山居”图
擦亮生态底色

一是环境整治提质。着眼“干净整洁、玲珑精致”打造特色小镇；着眼
“清新自然、宜居宜业”，提升乡村颜值气质。大洪山围绕“七补齐”，全力开
展镇容环境、经营秩序、建设工地、空中缆线、市政设施、绿化亮化、“僵尸
车”、户外广告、环境卫生、水域环境等十大整治提升行动，提升城镇管理水
平和综合服务功能。深入开展“洗城、靓河、治乱、增绿、洁美”五大环境提
升行动。在“治脏”上，在全市率先实行全域垃圾分类治理，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和无害化处理全覆盖。全区卫生厕所覆盖率达 94.13%，整村推进率
达 100%，2022年上半年已完成 440所问题厕所的整改任务，消除露天厕所
112 所。在“清乱”上，全面落实“拆通透、码整齐、扫干净”工作要求，累计
拆除废弃房 900 平方米，清除了违章广告和破损污损宣传牌 62 处。在“增
色”上，2022 年已新增绿化面积 27000 平方米，绿化补植达 16 万株；在集
镇、村级主干道新增太阳能灯 100 盏，除杂草 30000 平方米，新建民俗文化
墙 4000平方米。

二是示范带动提质。景村共建、文旅融合、农旅融合不断加深，推动全
区美丽乡村示范点、示范片建设不断提质。S333省道百里画廊中轴线，省
级示范村珍珠泉村孛家湾同空山花海乐园相得益彰；市级示范村庹家村以
上景园林植物园为依托，投入 600 余万元，已初步建成综合旅游观光区。
今年全区新增的 3 个示范点中，喻家湾村以规模渔业发展为依托，井湾示
范点投入 250 万元，打造“江南水乡”；黄木淌村以花果海为依托，投入 200
余万元，建设休闲农业体验区；熊氏祠村以旅游名镇为依托，白鹤湾示范点
投入 200万元，打造山清水秀生态画卷。环境更加优美、底蕴更加厚重、配
套更加完善，宜居宜业宜游示范作用更加彰显。

三是设施建设提质。全面改善村级组织办公条件。绿水村、珍珠泉
村、熊氏祠村新的党群服务中心加紧建设，年底均能投入使用。全面改善
村民出行条件。年内全区计划改造桥梁 10 座；硬化 4 米宽通村公路 22 千
米，提档升级通村公路 9.1千米。全面改善公共服务设施。景区多方筹措
经费，新建发热门诊大楼、疫苗接种大楼，乡镇医疗服务能力、疫情防控救
治能力进一步提升。各村进一步完善文化体育休闲广场配套设施建设，新
建湿地公园一处。全面改善水利设施建设。全区累计投入 1000 万余元，
对去年“8·12”水毁工程全部予以修复，投资 349万元对两座水库进行了病
险水库加固除险。东庄畈、大洪山村对高位引水设施进行了全面改造。全
面改善农田种植条件。区国土部门实施了农田改造综合项目，开挖机耕
路、兴修堰塘沟渠、田块整理等面积达 120余亩，标准更高，效果更好。

下好一盘“共创”棋
提升宜居品质

全区紧紧依托丰富的生态农业资源，用“特
色”为现代农业发展“增色”。

一是紧扣旅游农业，打造产业融合增长极。
依托“百里画廊”，黄木淌村建设“花果海”原生态
果园休闲采摘基地；围绕全域旅游景区建设，东
庄畈村打造原石部落景区和八月瓜生态种植基

地。结合独特自然资源，
大力发展高山生态黄牛、
生态黑猪、生态小蜜蜂等
特色养殖业以及七叶一
枝花、艾叶等中药材种植
业，逐步形成生态农业集
群。全区力争推出 3-5
条以赏景、品鲜、休闲、农
耕体验为主的产业融合
经济带和农业旅游精品
线路。

二是壮大支柱农业，
补 链 产 业 品 牌 增 长 极 。

打造“随州香稻”高标准样板区。以随州瑞泰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大自然米业有限公司为龙
头，整畈连片推广“双订单”种植模式，香稻产业
链进一步壮大。打造随州香菇多功能加工区。
依托常盛食品有限公司，引进香菇产业链深加工
项目 2 个：大洪山肽源食用菌提取深加工项目可
望实现年产值 2.5 亿元；随州弘泉食品有限公司
香菇酱、木耳酱深加工项目，预计年底完成加工
产值 3000 万元，香菇产业链进一步延伸。打造

“十大楚药”高质量示范区。大力发展中药材产
业，积极推广中药材等种植和仿生栽培技术，发
展中药材种植企业（合作社）5 家、中药材出口公
司 2 家，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 5000 亩，中药材产
业链进一步拓展。

三是紧密利益联接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进一步加大产业项目帮扶力度，健全完善利
益联结机制，积极引导龙头企业、合作社、生产基
地等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带动
脱贫户就业创业。

吹响一声“特色”号
激活产业脉动

▲ 大洪山熊氏祠村民俗村

▲ 大洪山庹家村生态园林

▲ 大洪山黄木淌村郑家台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

▲ 大洪山花果海乡村旅游项目

▲ 大洪山原石部落景区

▲▲ 大洪山珍珠泉村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大洪山珍珠泉村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

▲ 大洪山慈忍公园

▲▲ 湖北省旅游名镇湖北省旅游名镇———长岗镇—长岗镇

▲ 大洪
山七叶一枝
花中药材种
植基地

▲ 大洪山庹家
村新全民健身广场

▲ 大洪山
观 云 山 居
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