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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市某镇“党建+”模式下 

美丽乡村建设路径分析 

彭东
1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预计将有 70%人口生活在城镇。农村人口虽然只占 30%，由于中国人

口基数大，依然还有 3～4 亿人口会生活在乡村。为了城镇和农村全面发展，协同进步，避免在城镇化野蛮发展而

导致农村变成荒村、无人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乡村发展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的规划，对农村建设发展提出了

明确要求。全国各地均对美丽乡村建设采取不同方式的尝试，麻城市某乡镇采用了‘党建+’的模式，对美丽乡村

建设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通过对某乡镇乡村实现路径进行分析，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

乡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建设宜居、生态乡村提供一定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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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麻城市某镇采用了“党建+”方案，通过将党建活动与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充分联系群众、发动群

众并服务群众。通过对该乡镇的美丽乡村建设方案进行分析与讨论，发现其模式的优点及不足之处，提出相应措施，以期为其

进一步打造美丽乡村提供建议。 

1 将美丽乡村建设落实在党建内涵中 

1.1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麻城市某镇作为麻城市的一个边远山区乡镇，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困难，资源、财力、交通等都对其建设带

来一定制约。该乡镇基层党组织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了以群众为基础，全员发力建设美丽乡村的路线，通过对该乡镇的环境、

交通、地理位置等进行综合考察与规划，以乡村垃圾治理为基础，提高该乡镇居住环境与生态理念，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石。

该乡镇党委采取了在党建过程中，主动联系群众，为群众进行科普、解释，并在各个村落进行宣传、普及等活动，党员与基层

干部带头，带动群众发力进行农村垃圾治理，在此过程中不仅增强了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也迈出了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步。 

1.2树立务实之风，贯彻“美丽乡村建设” 

随着以该乡镇垃圾治理取得显著效果，并一直在麻城市农村垃圾治理考核中位居前列，乡镇居住环境显著改善，民众参与

积极性亦进一步提高。在明显提高民众与党组织的向心力，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打好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步基石后，该乡镇进

一步结合党建“大兴务实之风”的号召，将“务实”落实在美丽乡村规划建设上。垃圾治理取得进展后，该乡镇根据自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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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态保护和乡村发展结合起来，采取了务实与发展相结合的科学发展规划，为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带来动力，采用了包

括“强化基础建设——既服务民众，又可为民众带来部分岗位，增加收入；改善交通——打通为乡村注入活力的大动脉，提高

乡村与外界交流的能力；打造示范点——吸引人流并进一步鼓励乡村建设过程中群众积极性以及特色产业发展——提高乡村民

众收入、吸引投资，为乡村持续发展带来契机。 

2 努力抓扶贫开发，将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建设有机结合 

该乡镇地处麻城市边缘山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因交通不便等原因导致其外来投资较少，开发程度低，因而较大程度保

留了天然景色，空气质量优异，气候宜人。基层党组织充分分析了乡镇自身条件的优劣势后，发现该乡镇耕地较多，地理位置

跨度较大，因而适合种植多种特色有机食品、蔬菜、药材，如充分利用山区气候、环境等先天自然环境带来的优势，可打造蔬

菜合作社、有机稻种植、中药材种植等绿色有机食品药材为主体的特色产业，在不破坏环境的同时，充分发展经济，同时将该

镇一处特色景点进行改造升级，打造示范级景点，可有效吸引人流，提升乡镇知名度，从而进一步带动上述特色产业发展，带

动乡村建设的发展。 

3“党建+”模式下美丽乡村建设路径 

3.1“党建+垃圾治理”，改善乡村基本面貌，打造美丽乡村的基石 

建设美丽乡村，解决其垃圾污染是极为关键而又重要的一个环节。垃圾治理是一个备受关注而又难解决的问题。在农村，

一方面由于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人口主要以中老年为主，其生活方式和理念根深蒂固因而其垃圾治理理念较难推广；另一方

面由于基层干部和公务员与群众联系紧密度不够，因而进一步加大了垃圾治理难度。该镇基层党组织在党建活动中，以“紧密

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主体，在乡镇采用集会、宣传栏、标语、上门走访等形式，引导群众建立垃圾治理意识，并

为群众创造有利条件。据统计该镇建立了垃圾填埋场 30余个，垃圾池 300余个，每户均配备垃圾桶。并采用责任制，基层党组

织带头，责任到户，责任到人等措施，有效提高基层党组织攻克难题、提高队伍能力，从而为乡村建设打下基础。 

经过一年的治理，在麻城市农村垃圾治理考核过程中，成绩始终居于靠前位置。该乡镇整体环境明显提升，垃圾乱扔现象

大幅降低，其乡镇流经河流水质亦有明显提升，以及村落内池塘、街道等公共区域卫生环境显著改善。该乡镇基层党组织利用

党建与垃圾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既增强了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向心力，又改善了乡村基本面貌，提高宜居程度，从而为进一步

打造美丽乡村提供了基础。 

3.2“党建+旅游”，促进乡村活力，提高经济发展 

垃圾治理在该乡镇取得成效，然而乡村人口流失的问题依然存在，青壮年大部分在外务工，乡村活力不足导致其进一步发

展受阻。为了提高乡村活力，给乡镇发展提供持续发展动力，乡镇基层党组织采用“党建+旅游”的策略，利用之前在“党建+

垃圾治理”过程中与村民互动、沟通后，加强了党组织与民众的联系，促进民众利益，村民配合程度明显提高。根据村民倡议

及实地考察，基层党组织决定将在该乡镇有名的天然景点打造为旅游项目的招牌，该景点为一个天然存在的山谷和深潭组成，

景色优美气候宜人，适合旅游。该乡镇随即在党建活动中，提出打造著名景点，服务乡镇居民的计划。 

3.2.1加强乡村基础建设，进一步改善乡村面貌。 

随着该乡镇垃圾治理促进了生活卫生条件，该镇进一步将加强了乡村建设，提高乡村整体宜居程度，具体措施包括房屋刷

新：将道路附近房屋刷新为经过设计的颜色以更好和周围环境适应，提高游客游览时兴趣；道路建设：该乡镇地理位置偏远群

山环绕，交通不便，因而基层党组织进行道路整修，改善交通状况从而提高该景点旅游舒适度；利民改造：对部分用地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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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土地整理，水库修整并将妥善安居附近居民。 

3.2.2打造示范级景点，提高乡村活力。 

景点建设聘请南京大学团队进行设计，包含不同主题的分景点，同时将景点附近主干道进行修整，并完善其他相关配套措

施。景点开业后，每年吸引约 3 万人次前往游览，从而带动了景点沿线农家乐、土特产商店等特色经济发展项目，从而提高村

民生活水平。 

3.3“党建+特色产业”，利用绿水青山，促进民生 

随着景点开放并带动了周边居民生活水平，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该乡镇经济发展，为了进一步提升全乡镇民众生活水平，

基层党组织提出了“党建+特色产业”的方案，根据不同村落特色，充分利用自然环境，打造不同特色产业，将落实为民之风，

贯彻在提高民生上。 

3.3.1“党建+蔬菜种植合作社”。 

乡镇地理位置偏远，水土资源优质，适合种植各类绿色蔬菜，该乡镇基层党组织发展了以蔬菜种植为主体的产业合作社，

发动居民参与绿色蔬菜种植，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种植合作社，实现绿色蔬菜的产量提高，因而可以进一步在邻

近乡镇进行贸易，提高与周边乡镇的经济、贸易往来，促进了经济发展。 

3.3.2“党建+有机稻种植”。 

该乡镇拥有优质耕地、种植田等资源，加之气候适宜，有利于种植有机稻、小麦等作物，然而由于青壮年人口流失，导致

部分耕地、种植田荒芜，导致资源浪费。该乡镇基层党组织对各个村落进行考察，部分村落充分利用其土地资源，打造“党建+

有机稻”模式对乡村建设进行探索。通过为村民提供信息咨询，并鼓励其种植，为当地种植的有机稻“走出”乡镇提供有力条

件等措施，党员和基层干部带头、积极为群众服务。 

3.3.3“党建+中药材种植”。 

该乡镇面积较大、海拔跨度亦较大，有多种中药材生长。某村落结合当地地理条件，基层党组织打造了“党建+中药材”模

式，将生态健康和传统中医理念结合，建立具有特色的美丽村落。 

3.3.4“党建+苗木种植”。 

该乡镇景点所处位置，气候凉爽，温暖湿润，适合种植苗木，当地基层根据其气候、土壤特点，进行苗木种植，取得较好

效果后全镇推广种植，四年时间内共种植苗木 30万余株，并逐步实现产业化，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4 存在的问题 

4.1知名度不够高，人流量不够大 

该景点每年有近 3 万人游览，游客主要以附近区域、邻近城市为主，而其景点承载力远远高于每年游览人次，人流量不足

导致该镇产业发展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对比邻镇景点“龟峰山杜鹃”，在 2019年高峰期单日接待游客 2万人次，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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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度远高于该乡镇的招牌景点，因而“龟峰山杜鹃”周围发展更好，人流量更大，对周边经济发展及乡村建设推动力更大。 

4.2产业规模化不足，组织方式有待提升。 

由于乡镇目前知名度不足、人流量不够等原因，导致其“党建+产业”模式下的几种产业规模化受到限制，而产业规模化具

有更利于建立统一标准、降低成本等特点，可以更进一步加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为促进乡村建设发挥更好作用；该乡镇不同

村落因地制宜，利用当地条件对几种不同产业进行了探索，然而各种产业发展程度不一、规模大小不一，对于乡村整体组织带

来了挑战，目前组织方式尚未成功解决此问题。 

5 对策 

5.1在务实的基础上注重宣传 

乡镇本身人口基数有限，且多为老年人，乡村的活力不足，而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人，人流量就是活力的源头，因而该乡

镇党组织可进一步提高宣传，采取多种宣传途径，在周边城市、乃至全国均可进行宣传。考虑到乡镇经费限制，可以采取公众

号运营、“网红直播”、城市公交系统宣传，“文化节活动”等创意宣传，提高景点知名度，吸引人流量；同时对景点及周边

进行进一步发展，可打造多样式的旅游项目，提供各种生态体验服务等措施，实现景点多样化、特色化，从而进一步为乡村吸

引游客前往。同时对乡村各村落进行进一步打造，将全镇打造为特色村镇。 

5.2将党的组织化建设与产业组织化深度结合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通过对党组织建设从而有效的建设党的领导体系、更好组织利用人才、团结民众，从而提高党的行动

力和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在该乡镇党基层组织化建设过程中，加大意识宣传，充分相信组织的力量，并充分吸引人才，利用人

才，完善党的组织化建设；而后以党员、基层干部带头，充分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力量，在党的组织化过程中，各个村落之

间加强联系，并统一跟随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从而有效对该镇各种不同产业进行全面了解、整合、并组织人力、物力等对发展

滞后的产业进行帮扶，从而实现产业的组织化。 

6 总结 

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该乡镇基层党组织采取了“党建+”模式，探索了将党建与美丽乡村建设起来的路径，取得了明

显成果。进行垃圾治理，改善了乡村基本生活环境与面貌，打造美丽乡村的基石，充分联系、发动群众；而后进行景点改造，

打造示范级景点，吸引人流，从而提高了乡村活力，为乡村发展带来动力；最后再结合乡村地理环境，化劣势为优势，打造多

种特色产业，进一步提高乡村发展，提升村民生活水平。始终将党建的核心思想与指导方针贯彻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从而

避免了党建的形式化、空泛化。“党建+”模式应用于该镇打造美丽乡村具有明显意义，同时可将党的组织化建设与美丽乡村建

设进行深度结合，进一步促进乡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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