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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株洲市“美丽乡村”建设的原则与策略
*1

陈慧芝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1）

摘 要: 本文在调研株洲地区建设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推进该市“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关原则和

实施建议，为同类地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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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坚持四个“注重”，统一建设思路

1.1 规划先行，注重统筹城乡

遵循已定规划，调整优化整个城乡的产业结构、人口定居点及其共享基础布局，进一步彰显乡村自然环境、乡村风光、民

俗民风、文化传承、古老建筑等特色，把乡村定居点与古老村落“自然混搭”为“美丽乡村”的主要节点。

1.2 着眼生态，注重绿色环保

将绿色环保理念融人“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中，通过积极挖掘生态经济，扎实推进生态家园建设，取得环境保护与乡村发

展的双丰收，让乡村踏上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1.3 结合实际，注重分步推进

慎重确定村镇基层组织凝聚力强、村民踊跃、优势明显的乡村探索建设路径，通过合理布置乡村景观，将有特色的相邻村

连成一片，打造美丽乡村经济与生态带，不断提升整体建设品位，逐步建设出人文特色鲜明、整体风貌优雅的美丽乡村。

1.4 整合资源，注重持续发展

积极调动村民的主观能动性，将他们的切身利益摆在第一位，从方方面面鼓励村民自发自觉参与到美丽乡村的建设热潮中。

整合涉农政策，把美丽乡村建设同精准扶贫、三农建设、乡村书屋建设等有机融合，形成建设合力，依靠政府、社会人事、有

责任的企业等资源，创新机制，坚持持续发展，早日完成美丽乡村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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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性确定发展策略，全面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2.1 凸显特色内涵，找准美丽乡村建设新途径

应着重体现乡村独有的秀丽风光、农耕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牢固坚持美丽乡村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并重的思路。首

先应着手优美人居环境建设，真正强化建设基础。在环境上要保持自然，朴素，清洁，在环境上要真正美丽。其次应争取财政

等各界支持与乡民想法，分布建设特色工程，注重“因地制宜、各具优势”，从实际出发彰显特色与品牌。再次应聚焦特色产业，

融人经营理念拓宽建设途径。如以此为契机和平台，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品牌化建设，不断助推现代都市农业的迅猛发展，扎实

推进原有产业的转型与升级。最后还应依托优秀文化的推介，凸显建设内涵，提炼农村古老耕读文化，给美丽乡村的建设插上

的传统文化、孝德礼仪的翅膀，让美丽乡村真正变成大家的精神家园。

2.2 尊重村容村貌，结合布局规划美丽乡村建设新蓝图

注重“规划先行”，重新审视原有规划设计方案，从村庄建筑合理布局、重塑村庄整体风貌、强化特色产业提升和等方面人

手。首先是转变思路，高起点重塑乡村特色。尊重环境与传统文化，依托村落的原有空间布局，积极调整出与自然相得益彰的

新风貌。其次要采纳村民建议，遵照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规律，将村民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兼顾大家的利益诉求。最后还应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突出本村传统特色，让既定的建设方案深人人心，形成共识，产生积极影响。

2.3 整治与建设并举，完善建设计划和统筹管理

既应以现有村容村貌为基础，加大重建引导与村貌整治力度，在村庄一体化布局与田园风光提质上下功夫，也要注重日常

对村容村貌的修缮及管理，从机制上着手解决乡村设施管理难、易破损的现状。首先要出台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考核评比办法，

将具体建设工作纳人相关部门重点考核内容，切进一步强化责任人的担当意识。其次要把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计划和村镇主要工

作相融合，便于借力，形成整体合力凸显重点工作。可尝试成立重点工作协调小组，理顺创建中的关系与问题。再次要是动态

考核建设指标，定期考核建设任务完成情况，组织不定期的督查、通报，让责任真正上肩。

2.4 争取多方支援，盘活各类涉农财政资金

乡村建设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缺乏政策支持将举步维艰。首先要取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各级政府要拓宽融资渠道，

保障美丽乡村建设的必要经费，向上级争取各类引导资金，出台政策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投资，实现乡村的大进步大发展。其次

要集中资源突出建设重点。积极统筹国家联村公路等专项资金的使用，向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倾斜。其次应想方设法吸引社会资

本投资建设项目，创新村民自筹自建途径。再次要切实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的经费投人，做好农房改造、环境优化和设施完善

等工作。尤其应建设好乡村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置等环境设施。最后要充分利用金融贷款优惠政策，创新理念引人金融机构在乡

村基础设施、特色培养工程等给予资金支持。

2.5 营造建设氛围，树立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人翁意识

毋庸置疑，美丽乡村建设缺少不了村民的主动参与，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村民们近距离体会到建设的实惠与希望，积极引

导村民自发自觉地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的大潮中去。当然也应注重对外宣传，提升知名度和形象。首先要坚持立体化宣传思路。

依托网络、报纸等主流渠道，认真组织多元化的宣传与报道，及时总结汇报典型建设案例与模式，获得多方关注与支持，形成

人人美丽乡村建设为出力的外部氛围。其次要逐步提升村民素质。如举办“清洁之家”评比等为主要内容的美丽乡村示范户创

建与竞赛活动，积极利用样板户的引领效果，真正营造每家每户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良好环境，形成全村和谐团结的喜人

局面。最后要引导村民牢固树立生态环保意识，要提供宣传与教育，以增加村民生活幸福感为归宿，加大垃圾合理处理、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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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章建筑、不乱放污染源等为重点，引导村民主动投身建设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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