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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襄阳美丽乡村的几点思考
*1

李英 康玲

（湖北文理学院 管理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摘 要】: 深化美丽乡村建设是建设“四个襄阳”，加速推进襄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襄阳美丽乡

村建设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建设过程中要注意美丽乡村建设的环境整治和文化生态保护都要抓，硬件和软件都要

硬；不要照搬模式搞建设，不要过于标准化失去村庄特色；要注意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农民参与，使农民成为美

丽乡村建设的最大受益人。

【关键词】: 美丽乡村；襄阳市；文化生态；农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 G212 【文献标识码】:A

“十二五”期间，襄阳市按照“城乡一体”、“四化同步”的要求，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从 2011 年开始，襄阳市以完

善村庄功能为目标，引导各县（市）区开展村庄建设和改造，改善全市村庄面貌，提高人居环境水平。2014 年襄阳市政府将美

丽乡村建设列入 2014 年为民办的“十件实事”。襄阳市的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着，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美丽

乡村建设尚属于新兴事物，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推进的，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和误区。

大力推进襄阳市美丽乡村建设，必须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

1 正确对待美丽乡村建设环境整治和文化生态保护的关系

美丽乡村建设模式蕴含着四种美的底蕴，分别是生活美，人文美，环境美，产业美。粗略来说就是指自然环境建设（硬件）

和人文环境建设（软件）两方面。两者并不冲突，而是应该根据不同乡村的情况各有侧重。

自然环境建设方面，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必须融入生态文明理念，要尊重自然之美，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与生态修复，积极转变落后的生产、消费方式，节约利用土地、能源、水等资源，全面推进农村水、电、路、房、气、通信等

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卫生整治力度，从整体上改变村容村貌。而在人文环境建设方面，更要注重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广袤的乡村积淀了深厚的文化，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人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意义与乡土情怀。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就是要保护好独特的村居风貌、淳朴的乡风民俗、优美的田

园风光、紧密的邻里关系和质朴的伦理道德，挖掘传承乡土中国的文化血脉，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之精髓，使农村成为人们的精

神家园和心灵港湾，让人们留得住历史的根脉，“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的起点和首要任务就是改善村庄环境，襄阳也是如此，如襄城尹集乡姚庵村在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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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中，请来专家为村庄进行整体规划，统一改造村舍，垃圾、污水等污染问题得到控制，并且特别注重改善农村交通环

境，修路铺桥，大力改善了乡村环境和基础设施，可以说环境美有了很多的提高。

但是搞“美丽乡村”不能只搞“村容整洁”，“村容整洁”只是最基本、最浅显的要求，太过于表面了。环境的本底应该是

生态，当然还有足以支撑村民生活的产业，以及乡土文化。从生态文明建设看，乡村低成本、低消费、低能耗的幸福生活模式，

恰恰是需要倡导的新生活方式。这样的美丽乡村唯独忽略了文化和生态，以致于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传统乡村几千年来形成的

文明得不到有效保护和传承。这既包括物质的遗迹、遗址、遗存和遗物，也包括一些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当然也有乡音、乡土、

乡情和乡礼。因此如已有 400 余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村落”南漳漫云村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时就应更注重保护其独特的古村落

建筑，而谷城县堰河村作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则应更注重保护其优美的田园风光。

2 正确对待模式与特色的关系

美丽乡村建设应当定制化，而非标准化、规范化和模式化。浙江安吉、陕西礼泉袁家村是我国较早开始美丽乡村建设并取

得成功的村落，其成功经验被总结为安吉模式、袁家村模式被复制及模仿。2014 年国家农业部在第二届“中国美丽乡村· 万

峰林峰会”上郑重地提出了十个美丽乡村的建设模式，给全国的美丽乡村建设提供范本和借鉴。2015 年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发布了《美丽乡村建设指南》更是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村庄规划和建设、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建设

要求和标准。但是模式也好，标准也罢，都只是基本原则，并不意味着所有村落都应该千篇一律，各地区可以积极借鉴优秀地

区建设经验，更应该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之路。

襄阳全市有 2348 个行政村，基本上村村都在搞美丽乡村建设，尤其要注意不能搞成“千村一面”。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一

方面要注重乡村现代化的引进，另一方面在建筑风格和文化传承上要突出乡村特色，因地制宜，把依山傍水、青砖黛瓦、小桥

人家等体现在乡村特色建筑中，保留更多传统美和特质美，努力做到优秀传统文化和乡村现代生活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完

美融合。如尹集乡就可以将开展现代农业及乡村休闲旅游作为建设重点，石花镇则可以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小城镇。深处大山深

处的保康县则应该以保留乡风民俗、传统古村落及田园风光为主，打造以休闲观光、体验人文为主的特色旅游村。而其他地区

村落也应该根据自然生态与人文资源的不同寻找村庄特色，进行美丽乡村建设。

3 正确对待农民参与与农民受益的问题

建设美丽乡村，必须以人为本，以农民为主体，扭转“城里人决策、乡下人执行”的单边态势，通过农村的软件建设，培

养新型农民，建设文明乡风，强化农民自主制约与治理力度，将自治组织、农村志愿者组织与社团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通过

乡规民约对一些不良风气与陋习进行治理，构建文明风尚，推动乡村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 7 月提出，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是要给乡亲们造福，不要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

比如说“涂脂抹粉”，房子外面刷层白灰，一白遮百丑。可见美丽乡村建设的目的是为了让广大的乡村村民受益。

但是目前政府主导有余、农民参与不足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以致部分农民群众认为，

美丽乡村建设是政府的事，养成“等靠要”思想。这就难免会出现美丽乡村建设“上热下冷”、“外热内冷”的现象，甚至出现

“干部热情高，农民冷眼瞧，农民不满意，干部不落好”的情况，其主要症结就在于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农

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没有发挥出来。所以，美丽乡村建设必须明确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切实把

决策权交给农民，让农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当主人、做主体、唱主角。如襄阳谷城五山镇就通过以村委会为主，发挥各专业合

作社、红白理事会、妇女禁赌会、路网协会等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引导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让农民在参与

中接受教育，提高素质，增长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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