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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正在征集中……）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龚子文、高祥林）随县
三里岗镇八一桥村以省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建
设为抓手，不断优环境、兴产业、育新风，着力
打造内外兼修的和美乡村，使乡村“美了起
来”、群众“富了起来”。

环境整治“治”出和美乡村“高颜值”。借
力和美乡村建设，在各级财政部门和三里岗镇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八一桥村先后整合各
类专项资金 1300 万元，刷黑道路 4 公里，整
修堰塘 32 口，新建村标 2 处，建成乡村大舞
台、运动场 2300平方米，铺装广场 4000平方
米，安装太阳能路灯 90 盏，包装农户 170
户，安装雨水污水分流处理管道 2060 米、弱
电入地管道 2350 米，整治河堤、河道 1500

米，农户改厕 560户，购置垃圾桶 130个，配
备卫生保洁员 9名。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本。该村坚持以
富民为导向发展特色产业，一体推进调结
构、扩规模、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
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目前，村
里成立了随县丰之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采取“公司+村委会+农户”模式，种植
随州香稻 2000亩，建成大棚蔬菜 15亩、灵芝
菌种植基地 50 亩，引导村民种植香菇 120 万
棒，带动 50 户 100 余人就业，人均年务工增
收 1万余元。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魂”。八一
桥村以党群服务中心为阵地，全面开展“五星”

支部创建，将和美乡村建设与文化建设相融
合，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将村庄公共环境、
房前屋后环境整治以及基础设施养护等内容
纳入村规民约，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潜移默化
地以文明创建带动文明意识养成，让村民成为
和美宜居乡村建设的主体和主力军，确保乡村
建设“颜值”高、“气质”靓。

府河镇涢涢潭铺村
乡村振兴步伐加快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罗俊、郑均益）近日，走进曾都
区府河镇涢潭铺村，宛若置身独具特色、乡土浓郁的田
园画卷，整洁靓丽的乡村美景徐徐展开。

近年来，涢潭铺村以问题为导向，大力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重点围绕环境整治、道路畅通、绿化亮化
等方面进行提升。先后整合财政专项资金 400 多万
元，撬动社会和“乡愁”资金 1300余万元，整治河道 2公
里,拦河筑坝 3 处，整修堰塘 12 口、新挖排水沟 800 余
米，修建通湾公路 7公里，浆砌道路护墙 2公里，安装太
阳能路灯 80盏，新建文体广场 1个。

该村坚持多条腿走路、多元化发展，做大做强优势
产业。成立随州市涢潭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整合资
金 50万元，流转荒山 250余亩，建设林果基地。流转土
地 100亩，建设涢潭铺村蔬菜大棚 40亩，发展蔬菜种植
业，年可为村集体增收 20万元。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周文钦、曹建）近年来，广水市
骆店镇双塘村以乡村合作公司为抓手，持续发挥“一约
四会”主治作用，深化村民小组善治功能，不断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双塘村以乡村合作公司为依托，建成育秧工厂及
稻米加工厂。今年上半年，共育秧 12 万盘，服务本村
及周边区域 6000亩稻田，经营性收入 130余万元，利润
达到 25万元。同时，育秧工厂新建日加工能力 25吨的
稻米加工生产线，为合作公司及附近村民免费提供大
米加工服务，实现村民增收 5万元。

该村积极运用共同缔造理念引导村民通过产业联
动、土地流转、就近务工等方式建立联农带农富农联结
机制。截至目前，合作公司经营性收入突破 300万，利
润 40 万，发放劳务费 15 万余元，带动 30 余人就业，人
均年增收 5000元。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吴迪）近年来，曾都区万店镇
小河沟村聚焦“村庄美、产业兴、治理好、乡风和、百姓
富、集体强”和美乡村建设内容，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
积分制和清单制为抓手，大力开展“和美乡村”建设。

小河沟村全面开展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擂台赛，紧盯薄弱环节，集中人力、机械进行
清理，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按照全面排
查、彻底整治、防止反弹要求，重点抓好农村生活污水
和黑臭水体治理、私搭乱建等影响公共环境秩序的突
出问题。紧盯道路两侧、犄角旮旯等重点区域，全面清
除村庄内外、房前屋后、坑塘周边的积存垃圾，压实属
地责任、强化整改举措、加大宣传引导，确保整改取得
实实在在的效果。

与此同时，利用微信公众号、文化墙等方式加大线
上线下宣传，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倡导公序良俗、规范
群众言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作用，引导村民自觉
维护乡村人居环境，形成共创共建良好态势。

三里岗镇八一桥村和美乡村建设成效斐然

骆店镇双塘村
共同缔造促发展

万店镇小河沟村
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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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庭院绿树环绕，整洁的村
湾焕然一新，宽敞的广场上群众载歌
载舞，黑亮的村道四通八达……9月 13
日，走进广水市十里街道杨家岗村，放
眼望去，满目苍翠，一幅和美乡村的新
图景徐徐铺开。

杨家岗村是十里街道宝林片区中
心村。国土面积 4.5 平方公里，辖 5 个
村民小组、465 户、1500 人。因集市建
在山岗半坡上，村里以杨姓居多，故取
名“杨家岗”。

“近年来，村两委坚持以党建提质
赋能，积极开展村湾环境整治，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共同缔造建设和美
乡村，村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越来
越近。”杨家岗村党支部书记杨帅告诉
记者。

作为“十（里）蔡（河）公路沿线和
美乡村示范带”试点村，杨家岗村坚持
规 划 引 领 ，按 照“ 留 住 乡 魂 守 住 村
韵”，在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基础
上，厚植乡村文化传统底蕴。

杨家岗村素有舞龙灯、划彩船的
文化习俗，村舞蹈队拥有队员 30 多
人。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村“两
委”积极寻求上级相关部门支持，建成
了 1100 平方米的综合文体广场，新建
了百姓大舞台、篮球场、足球场，并配
备了健身器材。

村“两委”在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办
起了老年活动分校。全村 160 多名 60
岁以上的老人成为分校学员。目前，
老年分校开设有智能手机、舞蹈、书
法、声乐、文学、摄影、手工制作等 10个
班级。

“学员们吹拉弹唱，琴棋书画，乐
在其中。老年分校就像纽带，联出了
干群之间的和谐。”歌舞爱好者、老党
员杨青山感慨地说。

通过以文塑魂，村级凝聚力得到
提升。该村实行“积分制”管理，评选
优秀党员、好媳妇等最美“杨家岗人”，
激励村民进入“四会”组织参与共同治
理。

山峰环翠，良田阡陌，云上村庄
……漫步杨家岗村，诗画秘境般的乡
村美景令人陶醉。

“几年前，这里还是‘污水靠蒸发，
垃圾随风刮’。现在的村庄干干净净、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就像生活在风景
画里！”看到村容村貌翻天覆地的变
化，村民杨前福颇有感慨。

杨家岗村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按照“六个一”标准，常态化开展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继续加大拆违治乱
力度，通过采取“伤筋动骨”的举措，实
现“脱胎换骨”的成效。

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
杨家湾在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中，采取，
自发投工投劳 160 多个，村民捐款 17
万元；彭家湾自愿拆除牛栏猪圈乱搭
乱建 26 处，打造小游园 1 处，栽种风景
树 100多株；熊家湾作为和美乡村试点
湾，在随州市观摩评比中获得高度评
价……

和美乡村，既要“和谐”又要“美
丽”。杨家岗村运用共同缔造理念，兴
建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大力推进
村湾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近年来，杨家岗村改造高标准农
田 800 亩，建成幸福食堂，安装污水收
集管网，实现自来水户户通，刷黑乡村
道路 4460 平方米，对 46 户村民的屋面
改造及外墙进行粉刷，完成 500平方米
的墙体彩绘，对项目区内所有户厕进
行改造，新建入塆标识牌 1 座，建成六
角凉亭 2座。

产业兴旺富村民。2023年 1月，杨
家岗村成立乡村合作公司以来，通过
自主经营、入股合作、招引盘活，发展
村集体产业，当年创收 163 万元，盈利
21万元。

去年，村集体筹资 40万元，建设蔬
菜大棚面积 20 亩，当年盈利 5 万元，拥
有光伏发电 100 千瓦。村集体以土地
入股虾藕连作 80 亩，以 10 万元土地复
垦费入股甲鱼养殖基地，与种植大户
合作经营阳光玫瑰葡萄 30 亩。目前，
已形成草莓、葡萄、莲藕、稻虾、樱桃、
麦酒、甲鱼、王鸽八大产业。

一个个产业项目落地生根，如同
一颗颗“希望种子”，在杨家岗村干部
群众的辛勤耕耘下，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释放出乡村振兴的无限魅力。

将美丽“变现”，让绿色“生金”。
“我们将立足资源优势、产业基础，找
准特色、凸显特色、放大特色，聚力打
造具有特色优势的魅力乡村。”谈起杨
家岗村的明天，杨帅眼神透亮，心里的
一张工作清单早已填得满满当当。

“捧着生态‘金饭碗’，乡亲们的腰
包都鼓起来了。”十里街道党工委书记
李扬说，“走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村
民们的干劲更足了！”

中秋时节，记者走进随县高城镇
新屋村，一幅和美乡村的新画卷映入
眼帘：屋舍整齐、道路整洁，景色如画、
韵味别致，乡村演绎美丽嬗变，致富项
目遍地开花……阡陌纵横中，迸发出
乡村振兴的生机与希望。

新屋村位于高城镇北部 2.5 公里、
随（州）小（林）公路西边，版图面积 7.5
平方公里，全村共 8 个村民小组、24 个
自然湾、325 户、1285 人。共有耕地面
积 2460亩，山林面积 6400亩。

“近年来，我们聚焦‘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以党建领航、产业富民、
群众主体、乡风文明为抓手，推动村庄
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提档升级，让
乡村面貌焕发新颜值，农民生活更加
幸福安康。”新屋村党支部书记邹良兵
告诉记者。

走进新屋村新农村规划点，一个
个规划有序的院落干净整洁，一条条
宽敞平坦的水泥路直通农家，内涵丰
富的文化墙处处展现着文明风尚。

“以前房前屋后脏乱，道路两旁都
是杂草和垃圾，现在村里都是水泥硬
化路面，干净整洁，家家门口都是小花
园，生活真幸福！”62 岁的村民冯安清
对记者说，每天吃过晚饭，他总爱在村
里转一转，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经过
人居环境改善之后大变了模样，也给
村民们带来了生活质量的改善。

近年来，新屋村聚力打造和美乡
村新模式，聚焦短板弱项，对村庄布

局、产业布局、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等进行全面规划、系统设计，整
合各种资源、强化各项政策措施，因地
制宜、循序渐进，扎实开展了村主干道
美化、村巷道墙体美化和修缮等工程
建设，着力打造村容整洁、环境优美、
生态宜居的农村生活环境。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
生活愿景，也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
应有之义。

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河水、清雅的
民居、清净的村庄……漫步瓦碴河湾，
就像走进了一片世外桃源。“在和美乡
村建设过程中，村上没有搞大拆大建，
而是尽可能保持原有生态，保留原始
风貌，充分体现乡土特征，留得住青山
绿水，打造成一个以水聚灵、以园凝
神、以花为韵的生态田园村庄。”村民
曹光富介绍道。

近年来，新屋村整合各类专项资
金 500 余万元，撬动社会资金 1800 余
万元，硬化扩宽乡村道路 30公里，清理
硬化堰塘 50 口，新建肖家湾水库排灌
站、整修引水渠道 5000米，高标准农田
改造 400 亩，建成 1800 平方米文化广
场 1 个，安装路灯 36 盏，栽植紫薇、桂
花、银杏等景观树木 3200株，配置大型
垃圾箱 16 个、分类垃圾桶 700 个，配备
常年保洁员 4名。

来到新屋村金银花基地，漫山遍
野的金银花随风摇曳，一簇簇金黄的
花蕾清香扑鼻。

新屋村抓住“省级和美乡村建设
示范村”的良好机遇，全力推动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壮大多元富民
产业，有力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努力实
现“新屋美、新屋净、新屋新”。

以天章食用菌专业种植合作社、
随州启程农业有限公司为龙头，该村
聚力打造“鄂北中药材小镇”。投资 43
万元，种植白参菌 18 万袋；流转土地
50亩，种植金银花。同时，大力发展香
菇产业，全村年种植香菇 30万袋；建成
光伏发电 2 组、100 千瓦，村集体年创
收 30万元。

“和美乡村建设，追求的不仅是农
村居住环境的优化，更主要的应在于
塑 造 美 的 心 灵 ，提 升 村 民 的 文 明 素
养。”邹良兵告诉记者，让村民们在浓
厚的文明氛围中耳濡目染，移风易俗，
培树崇文重教、安邻睦邻的村风民风，
也让大家感受到浓郁的文明向上的精
神风貌。

新屋村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
“道德评议会”“民主议事会”等村级自
治组织，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大操大办、跟风攀比等陈规陋习，文明
践行社会新风气。通过实施“红黑榜”
和“积分制”，教育引导群众遵纪守法、
崇德向善、孝亲敬老，激发群众内生动
力。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如今的新
屋村，正用“各美其美”打造个体，用

“美美与共”连线成片，让和美乡村的
新画卷越画越长。

新屋村的新变化
——随县高城镇新屋村和美乡村建设见闻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 通讯员 邓育玲 张家圣 曹双

双向奔赴的“幸福密码”
——广水市十里街道杨家岗村共同缔造和美乡村侧记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 通讯员 刘礼刚

产业兴 乡风淳环境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