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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荆州市美丽乡村建设的若干思考 

——基于黄冈、孝感等地实地踏勘比较研究 

罗静 

（湖北省荆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湖北 荆州 434000） 

【摘 要】：中国文化的根本就是乡村。当前,我们正经历经济社会转型期,随之而来的是生态、文化与人口的冲

击。如何让乡村本土文化继续传承,如何突出群众主体实现自治,这些都是我们亟待探索的课题。本文依据实地踏勘,

并针对荆州市美丽乡村建设实际情况,提出若干建议及设想,望对荆州市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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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丽乡村实地踏勘情况 

1.1黄冈市永佳河镇喻畈村 

1.1.1村庄概述。 

永佳河镇喻畈村位于红安县东南部,地处经济落后的大别山区。全村 12个村民小组、15个自然湾。长期以来,这里土地贫瘠,

收入低微,村民们以外出打工为主。村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是湖北省内较为典型的空心村、留守村。 

自 2014 年 11 月开始,喻畈村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以大董家自然湾为试点,建立了村两委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通过镇村基

层组织引导、村民自觉参与,扎实有序的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探索出一条投资少、效果好、成本低、可复制的“喻畈模式”。 

1.1.2总结提升。 

(1)延续乡村特色,传承乡土文化:改造提升以“原真、生态、和谐、经济”为原则,延续传统空间结构与建筑特色,环境整治

与塑造均“小投入,大反响”,尊重自然,尊重生态,建筑材料均为本地产出,景观以当地植物为主,从宏观的空间结构到微观的景

观细节无不体现乡土文化。重建乡村文明新风,全面提升人文环境、文化内涵和整体品质。(2)突出群众主体,自治激发活力:前

期的宣传与参观调研让广大村民意识到,美丽乡村建设与他们有着最密切、最现实的厉害关系,他们就是最坚定的拥护者和建设

者。在后期的建设过程中,所有村民自发无偿的参与到建设当中来, 

自觉自愿拆除有碍景观效应的茅厕、猪圈、牛棚,自发参与到清洁卫生与环境整治的大行动当中。 

1.2孝感市陡岗镇袁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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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村庄概述。 

袁湖村地处陡岗镇南部孝陡路西侧,与孝感西城区隔河相望,是陡岗镇的南部门户。全村 6 个村民小组、10 个自然湾。上世

纪 90年代,这里是闻名的“穷窝子”,经济落后,基础设施严重不足。 

自 2003 年开始,在村支书袁少敏与其“1+X”工作方法的引领下,袁湖村旧貌换新颜,通过民主自治整治村容与乡风,荣获

“全国文明卫生村”“最美乡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光荣称号。 

1.2.2总结提升。 

(1)村民自治,探索村级事务民主管理新模式:“1+X”工作方法,实质就是发动一部分群众去做其他群众工作,实行“公平、

公开、公正”,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与自主性,让村民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角。(2)村容整治,创建农村文明卫生典范:整洁的

村容村貌、良好的生态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衍生的不仅仅是农村环境的提升,更是农民生活习惯的转变,农村文明卫生创

建给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更是把袁湖村推上了“全国文明卫生村”“最美乡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舞台。 

1.3孝感市朋兴乡上魏湾 

1.3.1村庄概述。 

上魏湾地处孝感市孝南区朋兴乡,是孝感城区的北部门户。朋兴乡以镇域总体规划为依托,科学编制“四化同步”示范镇、

城乡一体化先行镇、城区北部产业重镇和中华孝文化名镇蓝图,对全乡 25个村(社区)进行统一布局,实施中心村、拆迁村、保留

村三类村湾综合整治。根据规划布局,上魏湾属于保留的自然湾,作为朋兴社区农村新社区生态样板湾来改造。这里孝文化底蕴

浓厚,民俗风情浓郁,全湾共 42户。 

1.3.2总结提升。 

(1)整体改造,提升人居环境:整体改造后的上魏湾绿树成荫,石径通幽,基础设施配套齐全,交通便利,村名安居乐业,从根本

上将农村居民点的人居环境进行优化,结合文化建设将自身提升成为独具特色的游览景点。(2)产业转型,优化经济结构:结合丹

阳古镇与金卉庄园的建设,大量的旅游人口在丰富自身经济的同时也提供了诸多的前往就业的机会,使村湾的经济结构比例更趋

于合理化。 

1.4荆门市客店镇明灯村 

1.4.1村庄概述。 

明灯村位于大洪山脉客店镇西郊,距离镇区约 3公里,县道穿村而过,交通便利,是一个人口不过数百人的小村庄,因古时“白

天商贾如云,夜晚千盏明灯”而得名。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明灯村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将过去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地面靠雨刷、到处烂泥巴的落后小山

村,迅速发展成为碧水长流、鸟语花香、乡愁浓郁的“四美”乡村,走出一条“投入小、效果好、能复制、可持续”的美丽乡村

“明灯模式”,先后被评为绿色示范村和美丽乡村示范村。 

1.4.2总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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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铸就灵魂,释放乡土魅力:文化铸就明灯之魂,释放了乡土魅力。看得到乡俗,感受到乡情,听得到乡声,体味到乡味,

感悟到乡思,留得住乡愁。(2)创新环境整治模式,发掘村民集体智慧:“厌氧发酵+砂石过滤+植物吸收”的污水处理模式投入少,

效果显著,从而得到大面积推广。发动民间智慧编制垃圾筐,群众力量得到了充分展现。 

2 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研究分析,可提炼出美丽乡村建设的共性,即乡村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是精髓;广大群众才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最直

接受益人和建设者;村容整治与卫生条件改善是最直观的体现;产业优化是最核心的推手。同时,也可提炼出每个建设村庄后续亟

需解决的问题。 

3 经验借鉴 

针对参观考察情况,对比村庄的建设思路、建设特色、管理特色、特色营造、环境整治等方面,结合荆州市的乡村特色和实

际情况,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建议和设想,为进一步促使乡村文化振兴、优化产业结构、美化村容村貌等提供有效的指导性意见和

建议。 

3.1文化修复,释放乡土魅力 

文化不是外加的包装,而是激活内生。尽管现在有些乡村已经不是完美的精神家园,但它的内存犹在,要通过群众自治、产业

创造这两个抓手,把力量调动起来,把愿望和事业发展起来。上升到文化,依靠激活乡村内在、自生长的文化因子,进一步挖掘本

土文化的内涵,通过外在的各种形式展示,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才能彻底改变乡村风貌和农民未来的命运。 

3.2精准定位,明确发展方向 

可持续发展的美丽乡村建设杜绝千篇一律,都应该有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或是农村社区型(村湾型),或是旅游服务型,或是

两者相结合,确立美丽村湾发展方向,因地制宜与周边城乡统筹发展才能永葆活力,有精准的定位才能找到差异化发展的可能。 

3.3民主自治,激发建设热情 

组织群众是关键。离开群众,在利益与群众的主体形成对立,自然就没有成功的基础。民主自治既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充分尊

重农民自主权利,让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讨论、商议、决策、管理与监督,实行“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

民事民管、民事民监”,探索出一条村级事务民主管理的新模式,提高农村工作的民主化、法制化与规范化。 

3.4自主创新,提升村容村貌 

乡村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不容忽视,但可以对其进行优化提升。独具地方特色、自主创新的环境整治模式,例如垃圾收集方式、

污水处理方式、建筑整治模式、绿化整治模式等既可彰显地方文化特色,也可缩小成本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是提升村容村貌的

重要组成部分。 

3.5产业引领,扩展创收渠道 

产业拓展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持久动力,不是简单的拆房子、刷墙、换瓦,根本不能实现农民内心脱贫致富的愿望。要为群众

解决实际问题,就要在经济方面实现跨越。应倡导以产业运营、产业实现为核心的乡村规划,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特色,合理规划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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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组成,为美丽乡村提供后续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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