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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县镇：砂子岗村；厉山镇：双寨村、勤劳村；澴潭镇：九里岗村；洪山镇：望河山村

广 水：骆店镇：鲁班新村、联兴村；太平镇：檀树村、群益村；关庙镇：肖店村、天子村

曾都区：何店镇：浪河村、桂华村；府河镇：拱桥河村、沙门铺村、清筑城村；万店镇：红石岗村、新中村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熊涛、程兵）近年来，广水市关庙镇肖店村全
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塑造乡村“形、实、魂”，推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农村面貌焕发新颜，农民生活
更幸福安康。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肖店村整合财政专项
资金 600 多万元，撬动社会资金 1000 万元，大力推进人居环境综合
治理。对 4.5 公里乡村公路刷黑升级，新建生态步行道 1 公里，绿
化、亮化全面配套；建成清洁卫生塘堰 25 口，整修下水道 2500 米，
建成 50 吨污水处理厂；建成高标准“起航广场”1 处，休闲亭 9 个，休
闲广场 5 处；建公厕 6 座，农户改厕 284 户；栽种各种景观树 4000 多
株，铺设草坪 14000平方米，安装路灯 265盏；配备保洁员 15名，垃圾
箱 220个。

以乡风文明促规范提升、用乡风文明谋幸福跨越，肖店村在乡村
振兴中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全力打造内外兼修的“美丽”村庄，
着力提升“魅力”颜值。除了精心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该村还完善
了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为清洁乡村、美化家园、改善人居环境打下
了良好基础。

▲ 内容丰富的文化墙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樊常涛、路铠岳、
柯妤）近年来，广水市太平镇檀树村全面
开展党建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产业
富村、文明兴村“五村”联创，坚持美好环
境“塑形”与幸福生活“铸魂”并重，助力美
丽乡村全面振兴。

党建强村举“旗子”。常态化开展“三
会一课”、党史学习教育，充分发挥村“两
委 ”团 队 精 神 ，形 成 全 村 上 下 一 盘 棋 。
2021 年投资 90 万元新建 500 平方米党员
群众服务中心，利用现有老学校、老活动
室等资产，建立农产品展示、电商服务的
农民创业孵化园；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示范
作用，调动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开展
村庄清洁和植绿护绿行动，努力让农村绿
起来、美起来。近两年共筹措资金 370 余
万元，高标准打造李家山岗、杜家西湾、马

家湾、陈谢席示范湾。
民主管村搭“台子”。从村民中推选

7 名威信高、作风正、办事公道、善于说理
的老党员、老干部成立了村民议事会。推
行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
办、民事民评的“五民工作法”，坚持以群
教群，规范约束村里的一些“法律管不着，
行政管不好”的问题，让基层社会治理的

“问题清单”变成“幸福账单”。
依法治村建“里子”。围绕全面落实

《村规民约》工作目标，狠抓《遵规守约承
诺书》的签约工作。目前已签订 390 户共
包含 1562 人，村委会每月定期召开村民
大会，以“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行动为契机，通过积分奖励、扣分惩罚的
原则，利用展示牌来表扬好的、曝光差的，
村风民风有了明显的好转。

产业富村夯“底子”。盘活山、水、田、

湖资源，吸引在外能人回乡投资创业，成
立各类种养殖合作社，引进鑫昇昌种养殖
合作社，投资 300多万元，流转土地 500多
亩实行稻虾连作养殖小龙虾，带动贫困户
11 人就业；引进随州市国泰农业种植公
司在檀树村、左家河村及东河村流转土地
3000 余亩种植优质水稻，并在檀树村建
成烘干厂，年生产加工优质稻 2000 吨，
解决就业 15 人；引进广水市舒沁现代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220 万元，流转
土地 300 亩，采取春季投放虾苗、夏季捕
捞、秋季播种蔬菜的方式养殖南美对虾，
带动本村 10 人就业；筹资 180 万元，注册
成立了湖北有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引入
市场主体，采取“公司+基地”“公司+公
司”“公司+工匠”的模式，投资 50 万元入
股广水市舒沁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养
殖南美对虾，当年利润分红 10万元，为当

地农民增收劳务收入 60 余万元，流转村
闲置土地 500亩种植油菜，纯收益 5万元；
引进湖北有为运营有限公司投入资金
130余万元，在李山岗流转土地 250亩，打
造瓜蒌基地，预计年创收益 200 万元，投
资 5万元购置农机具，流转“抛荒田”种植
油菜、蔬菜，让农民的“闲田”为村集体“生
金”。

文明兴村浇“根子”。不断完善以村
规民约为核心的“一站、一会、一榜”道德
实践体系，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组织
群众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好儿女、好
公婆、好媳妇、好妯娌、好邻里、文明家庭
等评选活动。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自评
选活动开展以来，共选出 4 名好邻里代
表、3名好公婆代表、4名好婆媳代表。通
过大力宣传让这些好人好事迹成为先进
典范，全村争优争先的劲头蔚然成风。

乡村如画，田园如歌。11月 14日，
微风徐徐，走进曾都区府河镇清筑城
村，仿佛一脚踏进“小桥流水人家”般
的水墨画中。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清
筑城村村民感觉自己的家乡不断在
变：变得越来越洁净、越来越富裕、越
来越美丽。

清 筑 城 村 位 于 府 河 镇 的“ 南 大
门”，与安陆市孛畈镇区仅一河之隔，
素有“口子村”之称。全村总面积 15.3
平方公里，辖 15 个组、698 户、3312 人，
拥有耕地面积 3100 亩，山林面积 5699
亩。

昔日交通闭塞的边远乡村，缘何
一跃成为全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

“近年来，我们在各级财政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 在镇党委政府的具体指
导下，紧紧围绕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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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将清筑城打造成为现代
版的‘世外桃源’样板地。”听着清筑城
村委会主任朱南平的介绍，看着眼前
的美景，怎一个“美”字了得？

漫步街头巷尾，整齐划一的楼房、
宽敞硬化的道路、粉刷洁白的墙壁、亭
亭玉立的路灯，让人不相信身处乡下
农村；步入农户院落，优美的环境、齐
全的家俱，告诉你美丽乡村建设幸福
的内涵；而房前屋后摆放的垃圾桶最
为吸人眼球，不禁让人萌生一探究竟
的念头。

行走在整洁宽敞的巷道，顿觉心
旷神怡，正在门前清理卫生的村民朱
大安见到记者，主动上前夸赞起美丽
乡村建设来，他指着前面漂亮的巷道

说：“原来这是条板车路，两边堆满了
柴草和杂物，又脏又乱；现在路拓宽硬
化了，外墙整修粉刷了，还安装了路
灯，村庄真正变美了。这可与村里干部
的努力分不开！”

在临村而过的河堤上，记者看到
水体清澈见底，水面下正有一群群鱼
儿欢快游过。

“真不敢想，以前的小河沟变得这
么美，就像做梦一样！”说起过往，12 组
村民朱大林打开了话匣子，“以前的河
道白色垃圾遍布，水质也不达标，别说
吸引游客来了，我们自己都恨不得离
这儿远点！”

垃圾和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环
境改善必须迈过的一道坎。该村下定
决心向污水宣战，朱南平担任起清筑
城村的“河长”，分管着村里的 6.5 公里
河道。他带领村“两委”干部一边跑相
关部门争取河道整治项目, 一边组织
村民和机械疏浚河床、浆砌河堤……

随行的村会计陈家安见解独到，
他说：“美丽乡村建设最关键的是环境
卫生的整治，最核心的是传统生活习
俗的改变，最根本的是干部的服务。近
年来，我们整合财政专项资金 500 多万
元，撬动社会资金 600 多万元，对 21.4
公里村道提档升级，整修当家塘 15口，
治理河道 6.5公里、浆砌防洪墙 3公里，
安装路灯 160 盏, 栽植景观树木 3000
多株,建成景观台、凉亭 4 处，新建休闲
广场 3 个，建公厕 4 座，购置大型垃圾
箱 30个、分类垃圾桶 700多个。”

来到刚建成的村部文化广场，几
位村民正在广场上散步拉家常。见记
者来采访，10 组村民陈传爱高兴地说

道：“清筑城‘脏、乱、差’现象已成为过
去。如今，这里像公园一样。你看看，这
里的道路进行了硬化，既平整又清洁，
旁边还建成了高标准停车场,住在这里
真舒适啊！”

村容村貌变美了，村里更加重视
精神文明建设。每年都开展如“‘改陋
习、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文明
卫生家庭评比、秀美庭院评比等活动，
村民参与积极性都很高。

乡村振兴美丽图景，美在好生态、
好风景，也美在岁稔年丰、业强民富的
好光景。

漫步在清筑城村，130 亩药材基
地、200 亩优质香稻种植基基、50 亩大
棚蔬菜基地、1.5 万只养鸡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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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业就成为撬
动农民增收的一个“引擎”。

近年来，清筑城村着力发展现代
特色农业，将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
济,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特”的原则，
深入推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
进程，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引进龙头
企业，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带动农
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用新思想扮靓村容，用新技能武
装村民，用新风尚塑造村风，一幅村
美、业强、人和、民富的壮美画卷正在
徐徐展开，清筑城村实现了美丽的蜕
变。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李云明、梅桂菊）日前,走进随县殷店镇火炬
村，放眼望去，一条条水泥道路干净整洁、一盏盏节能路灯整齐排列、
一处处文化墙绘图文并茂……处处散发着现代气息的田园式美丽乡
村已经“显山露水”。

近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火炬村“两委”带领全
村群众积极投身于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村民的生活质量和村
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村先后整合财政专项资金 600余
万元，建成 4600 平方米的村级文化广场，新建通村公路 9.9 公里，安
装太阳能路灯 185盏，整修塘堰 20口，改建新建 15公里自来水管网，
对近 3000 米灌溉渠道进行了硬化，购买风景树 9000 多株，对通村公
路和自然湾进行绿化，全村实现公路、照明、自来水三个全覆盖。先
后荣获随州市“生态村”和湖北省“省级宜住村庄”称号。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本。目前，该村已建成年出栏生猪 7000
头的养猪专业合作社，带动村民发展养殖业；新建占地 15亩、年产香
菇菌种 10 万袋的香菇种植基地，带动 52 户村民种植香菇 31.2 万袋，
户均增收 2 万余元；种植菊花 90 亩、白腊条树 355 亩，直接带动村民
创收 200余万元，村集体经济年均收入突破 30万元。

殷店镇火炬村
美丽乡村建设解锁生活美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余洪涛、罗军）近年来,随县唐县镇砂子岗村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统筹点、线、面，把分
散的村湾和旅游资源串成线、集成团、连成片，展现不同村落自然美、
人文美、生态优。

该村先后整合财政专项资金 400 多万元，撬动社会资金 1000 多
万元，全力打造集循环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养生于一体的美丽乡
村。对 316 国道 1.2 公里路段拓宽、绿化，修建娱乐休闲广场 3120 平
方米；升级乡村道路 9 公里，整修塘堰 13 口，兴建泵站 3 处,沟渠整治
4000 余米；安装太阳能路灯 86 盏，新建水冲式公厕 1 座，改造户厕
230 个；人行道铺设彩砖 6700 平方米，门前花坛绿化面积 8600 平方
米，栽植景观树木 2000株；拆除废弃房屋 10间，编制竹篱笆 30处，建
设小景观 2处；高标准改造农田 778亩，兴修机耕道路 3890米。

为推进生态宜居村建设，该村引进随县永晟花木有限公司流转
土地 113亩，进行苗木、花卉、风景树种植和销售；返乡能人刘恩国在
响水滩流转土地 100 多亩，投资 380 万元，建设水果种植生态园。已
建成 25 个标准化温控大棚，种植有机大棚草莓 30 亩，李子、桃子、西
瓜、蔬菜等 70亩。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秦政、唐志霖）随县淮河镇龙凤店村全力打
造镇域“后花园”，积极推进休闲农业示范区建设，形成了党建引领、
生态乡村休闲旅游、特色养殖、连片林果种植、乡村文化建设并驾齐
驱的格局。

近年来，该村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总要求，先后争取财政专项资金 400 多万元，撬动社会资金
3000 多万元，持续发力推进乡村振兴，引导村民走美丽乡村建设道
路，将一个昔日闭塞破旧的村庄建设成美丽宜居的示范村。全村扩
宽硬化乡村道路 7.5 公里，整修塘堰 11 口，安装太阳能路灯 65 盏，新
建公厕 1 座，改造户厕 512 个，新建文化广场 3 个，栽植景观树木 2.5
万株，建设景观点 12处，配置大小垃圾箱 88个、保洁员 10名。

龙凤店村坚持用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发展，按照“制定好规划，找
准好路子，壮大村集体，造富老百姓”的发展思路，通过盘活资金、资
源，撬动“合力”，发展步入了快车道。引进随州市京龙港农业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投资 2000 万元，种植油用牡丹 2000 亩，打造集种植、观
光、加工、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牡丹庄园。湖北省仙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注册资金 200万元，从事艾草种植、艾叶贮存、艾绒艾条生产加工、
无烟艾条生产。引进随县兴鸿废旧物资再利用公司投资 2000 余万
元，从事废轮胎综合利用项目。

唐县镇砂子岗村
打造生态宜居样板村

淮河镇龙凤店村
美丽乡村建设步入快车道

关庙镇肖店村
村容村貌换新颜

美好环境“塑形”幸福生活“铸魂”

太平镇檀树村“五村”联创建设美丽乡村

走进乡村看振兴走进乡村看振兴

乡村蝶变乡村蝶变 向美而行向美而行
———曾都区府河镇清筑城村美丽乡村见闻—曾都区府河镇清筑城村美丽乡村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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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筑城村城墙

▲ 清筑城村文体广场

▲ 药材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