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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襄阳市南漳县郊肖堰镇花庄村为例，结合当今国家大力建设美丽乡村的政策，

分析花庄村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大力宣传自身传势、提高村民参与率、打造

特色旅游村、改善基础设施和环境等推进花庄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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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中国的美丽乡村建设还在一步一步的尝试，慢慢推进。“美丽”既指环境优美、规划完整，也指

社会发展和谐、农民富足。因此，美丽乡村建设不能一味地大拆大建，要有计划、有规划地拆建。在改造

乡村环境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对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要知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襄阳市南漳县郊肖堰

镇花庄村在乡村建设方面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于其他村子的建设和规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该村以乡

村旅游为发展主线，在保护了本村的特色文化、环境的基础上让原生态美丽的山野画卷舒展出迷人魅力，

并使当地村民的经济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

1 美丽乡村需要建设的几大方面

将乡村建设成美丽乡村需要好好的规划。全国各地的乡村在环境以及所拥有的资源、条件上虽各有不

同，但是对于乡村建设后是否符合美丽的要求却是大同小异的。美丽乡村的建设主要考虑到硬件设施建设、

经济建设、文化的保护和建设、医疗卫生建设、教育建设、村风建设这几大方面。

1.1 硬件设施建设

不是给村民建设规整统一的漂亮房子，修建平整的水泥公路，而是要因地制宜，结合村子本身的传统

文化建设出具有当地特色的房子。一方面，这种具有本地特色的房子对乡村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如果该村选择以乡村旅游为主要发展方向，特色的建筑就可以成为吸引游客的一个点；如果该村选择以集

体经济为主要发展方向，那么独具特色的建筑就是留住当地原始居民，吸引外出居民回乡投资的重要念乡、

感乡的维系带。另一方面，特色房建筑也是对于乡村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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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经济建设

乡村在未建设之前多是以农林牧渔业为主。而这些产业受很多自然条件的影响，并且能给村民带来的

经济效益很低。所以要想建成美丽乡村，经济建设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现在国家也正在大力推进乡村培育

新型经营主体，壮大集体经济。

1.3 文化的保护和建设

我国的文化是十分丰富的，追溯到古代，基本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祠堂、村训，另外村子的饮食也会

有所区别。而这些方面都是一种特色文化，是值得保护、传承和发扬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也都是可以商业

化、成为村子经济发展的独特动力的。

1.4 医疗卫生建设

乡村与城市相比，在医疗卫生方面有很大的差距。在乡村里建立大型医疗卫生机构、高效垃圾回收站

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样会浪费很多资源。但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需要有简单的医疗机构，以及垃圾处理站。

这是对于村民健康以及村子环境的保护。

1.5 教育建设

教育对于在乡村生活的孩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他们改变命运的一大重要渠道。但是现今社会，

乡村和城市的教育条件是相差很大。有的孩子因为父母的见识短浅，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有的农村孩子即

使努力的学习了课本上的知识，但是与城市的孩子相比，他们还是缺少了很多实践、学习其他技艺的机会。

教育是一次补充孩子先天的不足、改变人生道路的机会，所以教育建设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是很重要的一方

面。

1.6 村风建设

村子的建设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村子的一些表面的东西，另外还需对乡村里的人的思想进行建设，也

就是村风建设。要让村民知道村子建设的重要性，让他们自觉参与进来，并且为之做出努力。另一方面，

村风建设讲的是要建设村子的独特文化，如忠孝礼义廉耻。村风的建设有利于村子的可持续发展。

2 美丽乡村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就是一种缩小城乡差距的手段。但是在

进行乡村的美丽建设过程中要结合每个村子自身的一些条件来进行建设，所以就要考虑乡村以后的发展趋

势。

美丽乡村未来的发展方向大体上有三种：①发展集体经济或个体工商业，使乡村经济得到发展后，向

着城镇的方向发展；②发展乡村旅游业，在保持乡村风貌的同时发展经济；③维持原貌，发展农林牧渔业。

这三大美丽乡村的未来发展方向，从理论上分析，前两种方式更加受村民喜欢。因为这两种方式可以

给村民带来更多的家乡就业机会，并且也能给村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美丽乡村的建设发展，最好是选

择一个方向为重点发展方向。但是选择哪一方向为重点发展方向需要考虑到乡村本身的一些条件。



3 花庄村美丽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花庄村选择的是以乡村旅游作为美丽乡村的主要建设方向。现阶段，乡村旅游是很多乡村美丽建设所

考虑的发展方向。在乡村旅游建设方面，我国还处在一个研究探讨阶段，每个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子都还存

在自己的问题。以下就是花庄村在乡村“美丽”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是花庄村所处地理位置较偏远。在城市的周围也存在许多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子，这不利于花庄村旅

游经济的发展，也不能有效改善花庄村村民的经济条件。

二是花庄村的旅游经济是由公司来承包、建设的，花庄村的原住居民的参与率不高。

三是花庄村是凭借自身的美丽自然环境来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子缺少特色文化，所以花庄村的旅游经

济也缺少文化的支撑，其旅游模式很容易被效仿、超越和取代。

四是花庄村的房屋建设没有进行很好的规划。在主干道旁都是密集的现代平房，其不利于以后的交通

道路规划建设，并且也与花庄村的乡村旅游形象不符。五是花庄村的年轻人口多选择外出就业，同时知识

人员流失现象严重。这不利于花庄村的美丽乡村建设，也使花庄村要考虑到老年人的安置与“再利用”问

题。

4 打进花庄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建议

美丽乡村建设包含了硬件设施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医疗卫生建设，教育建设以及村风建设。

对于这六大建设内容，花庄村只要都能建设好，那么花庄村则达到了美丽的要求。

4.1 扬长避短，大力宣传自身优势

花庄村地处偏远，其地理位置不能改变，但偏远的位置也代表着花庄村拥有没有受到污染的环境以及

可以更好地规划的土地。好的环境可以成为花庄村旅游的宣传亮点，原生态的环境也可以成为旅游建设的

优点。

4.2 提高村民的参与率，让村民真正能受惠其中

美丽乡村建设就是要让村民的生活更加“美丽”，美丽乡村建设的中心其实就是村民。在乡村旅游的

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因为村民的文化程度不高，村民只能在餐饮、娱乐、安保等方面充当旅游区的服务工

作人员或者把土地、房子租给旅游公司。但是，这种工作并不能在经济方面给村民带来很大收入。从另一

方面来研究，其实可以把村民在村子的房子纳入到旅游规划中，把他们的房子进行改造，使之变成民宿房

或是特色餐饮店，并让旅游公司或是政府来进行统一规划、安排。那些外出村民所留下来的空房也能得到

利用，村民们对村子的爱恋也会更加深厚。

4.3 与时俱进，创造新文化，打造特色旅游村

文化既指从古延续至今的历史文化，也指现在创造的新东西。花庄村缺少特色的村文化，那就可以借

鉴其他地区的文化或是创造新文化。如，在创造新文化方面，花庄村可以举办一个“种植心愿树”的活动，

让来到这旅游的游客花钱买一颗树苗种在一块指定的土地上，由旅游区工作人员来照顾，并且可以通过交



流软件定期发一些图片给游客。这样可以美化环境，也可以让游客对该乡村产生一种特殊的情绪；另外，

乡村旅游也是包含着远离城市喧嚣，归隐山林的意思。所以花庄村可以凭借周围的潺潺流水、参天的古树，

为游客们开辟一个放松听音的地方。我国古代乐器演奏既能成为花庄村旅游的特色，也能扩大花庄村的旅

游客源市场。

4.4 改善现有设施与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一个村子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花庄村现在的房屋布局不能调整了，就只能对房

屋的内部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调整；花庄村现在的道路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建设。

4.5 多增加一些互动式旅游活动，让游客感受到村落气息

现在我国的很多旅游景区都缺少一种旅游氛围。很多景区都是将观赏性的景点放在那儿，让游客们自

行去参观。旅游区中随处可见的服务人员都是穿着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这种环境不能让游客体会到旅游区

细致温暖的服务，而让游客对该旅游景区产生特殊感情，从而增加旅游景区的重游率。花庄村在对老人的

安置方面可以凭借发展乡村旅游让村里的老人和其他村民来帮助增加旅游区的旅游氛围。如，让村民对来

旅游的游客进行亲切的问候，让村民带着游客一起农作等等。

4.6 加强教育，提高村民素质

花庄村的村风建设需要的是政府的引导，更重要的也是教育。这个教育包括对孩子的，也包括对成人、

老人的。好的村风能让村民们更具乡愁，走出乡村的，成功了的村民会更加愿意帮助乡村发展；好的村风

能让村民自愿留在乡村，帮助村子进行环境保护、经济建设，让村子不至于成为空村。村风塑造的是村民，

最后得益的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美丽乡村建设，全国各地都还在慢慢探索。从各个角度来探索，研究美丽

乡村的建设问题，最终的目的都在于为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更具有实用性的意见。而建设美丽乡村就是

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农村生产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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