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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绿色乡村建设探讨 

李红海 夏梦雨 冯德金1 

（襄阳汉江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湖北 襄阳 441021） 

【摘 要】“绿满襄阳”行动以来，襄阳市针对不同村庄类型，探索创新“尧治河、堰河、姚庵、张庄”四种模

式，全面推进村庄绿化，取得显著成效。分析了绿色乡村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以更好地巩固和发

展绿色乡村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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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水中游，现辖 3 市、3 县、3 区，有行政村 2391 个。地处中国地形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

渡地带，境内地貌多姿，村庄类型多样，既有西部的山区村、东南部的丘陵村，又有北部的平原村、中部的城郊村。2014 年以

来，全市建设绿色乡村 1719 个，其中省级绿色示范乡村 504 个（2018 年 125 个），呈现出“村庄成荫、一村一景”的美丽乡村

景观，村庄绿化走出了一条绿色蝶变之路，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1 襄阳市绿色乡村建设的实践 

1.1创新绿化理念，提升和丰富绿色乡村建设内涵 

一是以园林化为引领规划绿色乡村。遵循“把农村当作城镇建，把山水当作园林建，把庭院当作花园建”的思路，强化顶

层设计，努力把村庄建在森林里，大力营造立体绿化、森林式公园、公共绿地和环村林带，注重森林景观多样性、生态功能多

样性和生物物种多样性，以乔木树种、乡土树种为主，大力发展珍贵树种、阔叶树种、彩叶树种，丰富绿化景观，着力打造“房

在园中、园在村中、村在林中、人在景中”的优美乡村景观。二是以乡土文化为内涵打造绿色乡村。突出村落的自然特色和社

会特色，反映地方风情民俗，注重挖掘传承乡土文化，拓展提升乡愁的人文内涵品质，避免“千村一面”的同质化现象。注重

保护古民居、古村落和古树名木，融合乡村田园风光、森林景观，着力传承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农耕文化、传统文化，彰显人

文特色。三是以自然村落为单元建设绿色乡村。实行整村推进，不留死角，力求形成基调相近、风格相异、各具特色的整村自

然景观。各自然村因地制宜制定林特产业发展、经济增收方案，建设一村一品，一塆一品；坚持“干部服务、农民主体”的基

本原则，改变了以往乡村绿化模式，实现了从“被动服务”到“主动融入”、从“政府帮”到“自己来”、从“要我种”到“我

要种”的根本性转变。 

1.2创新“四种模式”，引领和提升绿色乡村建设成效 

针对“山区村、丘陵村、城郊村、平原村”等不同村庄类型，以及绿色乡村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襄阳市创新探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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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示范乡村建设的四种典型模式，迅速在全市推广应用，得到省级的肯定和推广。一是以森林公园建设为主的生态型——尧

治河模式。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发挥山场优势，修复因地质灾害造成的受损山体 17处，先后建起了珍稀植物园、腊梅园、猕

猴桃园、牡丹园、木瓜园等，建成滴水岩生态广场、龙门广场、地质公园、梨花山博物馆门前广场、老龙洞村级公园 5 处，森

林覆盖率由原来的 85%增加到现在的 92%，获得国家生态公园、省级森林公园称号。二是以弘扬森林文化为主的文化型——堰河

模式。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注重以乡土文化为内涵，保持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建成茶园、香椿、竹林等各类森林文化主题园

866.67hm
2
，形成“庭院皆竹影，两岸为垂柳，河岸映青莲，茶山飘桂香，山中桃花源”的原生态、优美画卷，先后获得全国生

态文化村、全国文明村等称号。三是以发展乡村旅游为主的林特产业型——姚庵模式。襄城区尹集乡姚庵村围绕观光农业和观

光林业做文章，突出“抓点连线成片”，先后引进了荷塘月色、葡萄酒庄、清香核桃、佛手湖生态农场、桃花岭林果种植、油用

牡丹和观赏牡丹基地 7个农林产业项目，建设以花卉苗木、乡村林果、油用牡丹为主的绿色基地 266.67hm
2
。先后获得湖北省旅

游名村、湖北省宜居村庄、襄阳十大最美丽村落等称号。四是以“小三园”建设为主的庭院经济型——张庄模式。老河口市李

楼镇张庄村利用宅基地的边角废地，适度整合房前屋后闲散地，采取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通过拆围植绿、拆围透绿，围篱笆，

植花草，栽果树，种蔬菜，大力建设小果园、小花园、小菜园，发展庭院经济，增加群众收入、美化农村环境、又从根本上改

变了平原村过去脏、乱、差的现象，达到了一举多得之功效。 

1.3做好“三个结合”，巩固和提高绿色乡村建设成果 

一是政府主导与群众主体相结合，完善组织领导机制。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建设重点村、示范村和精品村。采取分类

指导，分村施策的方式，以点带面，整体推进。从村庄绿化规划、树种选择和长效管护等多方面探索群众参与机制和奖补机制，

认真采纳群众的合理化建议，让村庄绿化更接地气，真正做到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建设绿色乡村。二是政策扶持和社会帮扶

相结合，完善投入保障机制。把村庄增绿、群众增收作为绿色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各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把绿

色乡村建设与林业项目建设、林业精准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有效整合涉农、涉林项目资金，引导各类主体、集体经

济组织、返乡群众参与村庄绿化，扩大投资渠道，形成了多元化的投入机制，破解了村庄绿化资金难题。三是植绿与养绿护绿

相结合，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对建设达标的绿色乡村，参照城区绿化管理模式，建立了包括和市场化管护机制，将每一条道路、

每一棵树木的管护都落实到村民人头，形成“庭院群众管护，集体专人管护，技术统一指导”的长效管理机制。制订村规民约，

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鼓励护绿爱绿，共建共享绿色乡村建设成果。尧治河村常年活跃在村落的 20人的园林队，为每一棵树、

每一片草提供“保姆式”服务，成为该村一道不可或缺的靓丽风景线。 

2 襄阳市绿色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2.1进展不平衡 

县市区之间进展不平衡，县（市）区之间、乡镇之间、山区、丘陵和平原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地方虽然完成了绿

化任务，但苗木规格小、植树排数少、建设标准低。 

2.2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 

乡村道路绿化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标准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管护机制不健全，管护责任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 

2.3创建工作压力大 

通过近几年的生态建设，一些条件较好的村庄开展创建工作相对容易，但基础条件差的村庄在短期内很难实现突破；特别

是村庄的环境卫生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推进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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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生态建设是一项公益性事业，资金的投入及落实是关键性因素，需要有政府财务作保障。由于各地财力有限，对绿色示范

乡村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苗木规格不高、质量不好，病虫害防治经费无着落，管护机制很难落实等。 

3 襄阳市绿色乡村建设的建议 

3.1进一步提高建设成效 

乡村绿化建设不易，巩固管理更难，根本举措在于落实乡村绿化的长效管理机制。要切实做到建设与管护并举、发展与保

护并重，及时指导帮助乡村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制定落实村规民约和绿化管护制度，村委会要与村民或其他责任主体签订

栽植和经营管护合同，落实栽植责任、所有权和管护权，将每一片林、每一棵树的管护责任落实到户、到人，加强日常养护管

理。要加大保护力度，加强对乡村森林资源、古树名木和现有绿地的保护，严厉打击、有效制止各类毁绿行为，保护绿化成果。 

3.2多方筹集建设资金 

“绿色示范乡村”建设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林业部门要积极给党委、政府当好参谋，出台支持和鼓励林业生态示范县和

绿色示范乡村建设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增加地方财政投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示范乡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卫生整

治工作，提升创建水平，确保绿色示范乡村建设的顺利开展，建议市政府和各县（市）区政府对绿色示范村建设都要给予一定

的资金扶持。 

3.3加强检查，落实考评措施 

做到每年组织专班对市级绿色示范乡村进行检查、评比，配合省局对我市省级绿色示范乡村进行核查打分，每年公布名次，

形成强力推进气场。 

3.4继续开展奖补活动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重视支持，继续开展绿色示范乡村建设的奖补工作，争取扩大奖励范围，提高奖补标准，推动全市绿色

示范乡村的创建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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