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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建议 

潘梦婷
1
 

（湖北 襄阳 441021） 

【摘 要】：近年来，襄阳市以全域推进美丽乡村补短板强弱项建设为抓手，加快建设美丽乡村，让越来越多的

乡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走上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对襄阳市美丽乡村

建设现状进行概述，指出了襄阳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短板和弱项，针对短板和弱项提出了襄阳全域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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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了解各地在全域推进美丽乡村补短板强弱项建设中存在的热点、堵点、痛点问题，为高质量建设美丽乡村建言献策，

我们开展了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1 襄阳市美丽乡村建设现状 

襄阳市美丽乡村建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6年开始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2年开始学习浙江经验建设美丽乡村，

2018 年开始以乡村振兴为总抓手，美丽乡村建设进入提质加速的新阶段。2012 年来，襄阳市先后培育了 91 个省级新农村建设

试点村、121个省级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100个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涌现了保康尧治河村、格栏坪村，谷城堰河村三个全国

最美休闲乡村，宜城莺河村、枣阳西赵湖村、襄州刘大湾村、南漳峡口村、谷城老君山村、老河口李家染坊村、襄城姚庵村等

一批宜居宜业宜游的先进村，宜城泉水村、民主村，南漳八泉村、保康扁洞河村、樊城花园村、谷城陶湾村等一批人居环境整

治做得较好的村。 

总体来看，尧治河等三个村村美业兴农民富，引领了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代表了襄阳市美丽乡村建设的最高水平，

可归类为乡村振兴示范引领村；莺河村等 20 多个村环境美村庄美推进快，可归类为美丽乡村建设提升村；泉水村等 10 多个村

聚焦“扫干净、码整齐、清沟渠、保常态”做得好，可归类为人居环境整治达标村。 

2019 年 4 月以来，襄阳市委书记亲自安排调研并多次组织研究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市乡村振兴办组织市直相关部门在

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起草印发了《关于全域推进美丽乡村补短板强弱项建设的实施方案》《关于统筹整合财政资金支持美丽乡村

补短板强弱项建设的指导意见》《襄阳市美丽乡村补短板强弱项建设融资实施指导意见》和《城区美丽乡村补短板强弱项建设融

资实施方案》等政策性文件。按照建点扩面连片要求，今年完成第一批 570 个村（包括 98 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388 个省级

美丽乡村整治村）、开始推进第二批 912个村补短板强弱项建设，明年完成第三批 900多个村的建设，用三年时间补齐农村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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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2 襄阳市美丽乡村建设的短板弱项 

对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总要求和中央、省市关于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部署要求，

襄阳市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上还存在明显差距。 

2.1规划引领差距 

按照不规划不设计、不设计不施工的理念，浙江在村庄整治初期用七分力量抓规划、三分力量搞建设，初步形成了以美丽

乡村建设总体规划为龙头，涵盖县域村庄布局规划、土地综合整治规划、中心村建设规划、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规划的规划

体系。目前，浙江省 85%的规划保留村、200个中心镇、4000个中心村已完成规划编制。 

2.2环境治理差距 

浙江以“五水共治”“四边三化”为抓手，大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五水共治”，即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

抓节水；“四边三化”，即在公路边、铁路边、河边、山边等区域开展洁化、绿化、美化行动。2014 年以来各级投入 300 多亿

元，500万农户生活污水实现截污纳管，2.1万个村完成治理，全省村庄覆盖率、农户受益率分别为 90%、74%。大力推行生活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分类处理，推动垃圾“扔进桶”向“分好类”转变。 

2.3美丽经济差距 

浙江从建设美丽乡村向经营美丽乡村转变，大力推进“美丽成果”向“美丽经济”转化，把美丽转化为生产力，增强美丽

乡村建设的持久动力。大力发展生态高效农业、农产品深加工、民宿农家乐和乡村旅游、创意农业、养生农业等新型农业业态，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前，全省农家乐特色村（点）3484个，从业人员 16.6万人，年营业收入 291亿元。推动互联网与

农业农村深度渗透融合的新经济业态，全省农产品网上销售额 304 亿元，建成淘宝村 506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 1.1 万个，农村

电商走在全国最前列。 

2.4党建引领差距 

浙江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衡量检验和锻炼提升党组织建设成效和战斗力的重要工程，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形成

美丽乡村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互促共进的新景象。高标准落实农村基层党建“浙江二十条”，坚持对村级党组织实行评星定

级晋位争先；每年对 5%～10%倒排软弱涣散村的党组织开展集中整顿；实行村干部坐班、值班，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度。进一步

探索完善法治、德治、自治“三位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突出发挥村规民约的自治作用，把重大决策、规划蓝图

交给群众民主决策。 

3 推进襄阳美丽乡村建设的几点建议 

3.1规划先行，发挥规划指南针作用 

按照先规划、后建设，不规划、不建设的原则，要补齐规划短板。建议以县为主导，以乡镇、村为主体，做好多规合一的

规划编制工作。示范村、中心村做到建设规划的深度，一般村做到控制性规划的深度，空心村、撤并村不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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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系统推进，切实把短板弱项补到位 

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要突出乡村规划、农村道路、垃圾治理、厕所革命、污水治理、村庄绿化、村庄亮化等七项重

点任务；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突出农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标准化村卫生室、公共

法律服务室、农村幼儿园、农村公益性公墓等七项硬件设施建设。要统筹考虑地下施工与地面建设、项目先建与后建关系，因

村制宜优化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时序，避免重复建设。合理安排，系统推进，力争三年内切实把短板弱项补到位。 

3.3一村一品，催生强村富民原动力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结合襄阳实际，提出了资源化明产业、市场化选产业、融合化育产业、品牌化强产业“四化”发展思路。

2020年襄阳市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市政府召开了专题视频培训会，就如

何发展“一村一品”对各县（市、区）、镇、村进行了专题培训。建议各地加快推进，全面实施，力争用 3～5年时间，全市“一

村一品”形成规模。 

党建引领，发挥农民主人翁作用。要学习浙江经验，发挥党组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战斗堡垒作用。要坚持“党建引领、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农民主体”，共促共治。所谓党建引领，就是重点发挥村党支部、党员支部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参与、引

导、带头作用，使村一级干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支部旗帜下；所谓政府主导，就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主要由政府提供，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欠账”较多，责任在政府，补齐短板责任也在政府；所谓社会参与，就是在补齐“两

基”短板的前提下，通过实施“三乡工程”，吸引社会资本开发乡村资源，发展特色种养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所谓农民

主体，就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来自于农民群众，要充分营造“自己家园自己建自己管”的浓厚氛围，通过政府引导性投入，

激发、带动农民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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