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民是生产力的基

础，农民富则社会富；农村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农村安则天下安

……改革开放 40年来，全国各地依托优势资源，借力现代科技，围

绕产业兴旺下功夫，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不断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

动能，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全国各地都在深耕

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我市也不例外。整齐的树木映入眼帘，道

路一尘不染，村庄干净整洁，村民文体广场设施完备……11月 26

日，记者走进襄城县颍阳镇菅庄村，一幅现代文明的宜居乡村优美

画卷尽展眼前。

“现在，环境真是改善了，村前村后干干净净的，看着就让人舒

心。”48岁的菅庄村村民菅战定兴奋地讲述着村里翻天覆地的大

变化。然而，菅庄村只是襄城县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缩

影。这样的村庄，在如今的襄城县比比皆是。

今年以来，襄城县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美丽乡村建设”为抓

手，提升农村“颜值”，厚植农业“家当”，提升农民“底气”，走出了一

条符合实际的乡村振兴“襄城路径”。

特色产业，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
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特色是产业发展
的动力。”襄城县长孙毅告诉记者，为了给乡村振兴提
供更强大动力，襄城县以开展生态修复建设工作为契
机，以打造特色林业产业为目标，实施重点项目建设，
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力求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让

“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变为“金山银山”。
国储林基地项目的建设，为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有效提高当地森林覆盖率的前
提下，也为项目区群众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挖水
圈、埋管道、浇水……在丁营乡国储林项目现场，村民
们忙得不亦乐乎：“树多了以后，环境也好了，最主要
的是给在家没事干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守着家门口

就能挣钱，恁说多好！”
“这艾草就是俺村致富的‘仙草’！一亩一年净赚

5000 多元，省力省事，比种其他庄稼划算。”说起致富
的秘诀，双庙乡岗孙村村民杨巧歌笑容满面。目前，
双庙乡以岗孙村顺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为原点，向周
边村庄辐射，种植艾草近 300 亩，已形成以“红、黄、
黑、绿”为特点的特色产业（红是辣椒，黄是烟叶，黑是
紫薯，绿是艾草），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对于湛北乡尚庄村村民来说，致富同样有妙招：
近年来，在襄城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尚庄村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把西瓜产业作为农民增收的新兴
产业强力打造，探索出了一条促进农业增收、农民致
富的新路子。

如今的尚庄村，种植大棚面积达到 1100 亩，亩产

年效益 18000 元，全村大棚年综合产值 2000 多万元，
全村人均收入已突破两万元，率先跨入了小康社会。

“靠着种西瓜，几乎家家致了富，日子越过越美气了！”
说起现在的好日子，村民们脸上溢满了笑容。

还有湛北乡的 5000 亩海棠园建设项目，总投资
1.7 亿元，在建期间就解决了大部分村民的务工问题，
建成后将为该乡加快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
障。“乡村振兴政策让群众最受益，环境好了家里美了
不说，林业重点项目的建设也让乡里的自身优势发挥
到了极致，依托着千亩海棠园的建设，我们的西瓜节、
樱桃节、七彩大地将会被更多人知道。”湛北乡党委书
记姚鹏对下一步发展充满期待。

满城碧水，流光溢彩；干净整洁，环境优美；身
边好人，弘扬新风……说不完的感人故事口口相
传，一幅以“乡风文明”为底色的新乡村和谐发展画
卷正在襄城大地徐徐展开。

按照“宜土不宜洋、宜淡不宜浓、宜简不宜繁”
和“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原则，襄城县
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五个重点狠下功夫，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扎
实推进百村景区化建设，培育文明新风、注重家风
家教、传承乡村文脉，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探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与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着力把各村所具备的
生态环境、乡土文化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发
展美丽农业，促进农家乐、休闲农业等乡村旅游业
和健康养生养老产业的发展，努力实现美丽乡村

“布局优”“颜值高”“亮点多”的格局，让美丽成为富
民强村的生产力，增强农民建设美丽乡村的内在动
力和活力。

据统计，襄城县共打造美丽乡村 16 个、示范村

98个、达标村 225个。其中，紫云镇已成功创建成为
国家级卫生乡镇，库庄镇和范湖乡成功创建为省级
卫生乡镇；汾陈乡已完成创建国家级卫生乡镇申报
工作。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风清。今年 2 月，
襄城县启动“城市讲文明、农村树新风”主题活动，
并深入开展“兴家风、树村风、淳民风”活动，还举办
了“襄城好人”“文明乡村”“五好家庭”“十星级文明
户”“移风易俗示范户”等评选活动，塑造了良好乡
风民风。截至目前，该县先后评选“襄城好人”7 名，
入选“中国好人榜”5 人、河南省道德模范 1 人、河
南好人榜 4 人。同时，积极开展道德模范“三旬
六进”“道德讲堂”等活动，其中“襄城好人”
事迹宣讲 20 余次，“道德讲堂”280 余次，
文艺下乡演出 180 场，农村公益数字电
影放映近 6000 场。

如今，乡村振兴在襄城县描绘出
一幅幸福的农村绿色画卷，资源优势、
生态优势正在向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转

变，村民们的人居环境大为改善。“接下来，我们将
继续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
切实提升农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为根本
追求，坚持问题导向，从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细节
做起，通过乡村振兴的稳步推进，让农村群众共享
更多发展红利。”襄城县委书记宁伯伟说。

“垃圾乱倒、秸秆乱堆、牲畜乱跑……”对农民而
言，“端着饭碗闻异味、住房内外苍蝇飞、新鞋刚换沾
满灰”是真实的写照，这也是大多数人们印象中的农
村。

为彻底改变这种现象，襄城县把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重要抓手，以提升村容村貌、街容街貌、户容户貌为
主要内容，以治污、治乱、改水、改厕为着力点，启动
乡村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行动，深入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行动，掀起了新一轮美丽乡村建设高潮。

为破解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过程中资金短缺和日
常管理维护不到位的问题，襄城县不断开拓新的思
路，通过探索造林新模式，创新投资方式，积极引导
社会资金参与绿化工作；同时鼓励企业与村集体合
作，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把美丽乡村建设与脱贫攻坚

工作紧密结合，加快贫困村向美丽乡村平稳过渡。
除此之外，该县按农村人口人均 30 元的标准设

立了农村垃圾治理专项经费及其他农村人居环境经
费，用于农村垃圾集中清理转运等工作。全年安排
专项奖补资金 1165 万元，用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
设美丽乡村奖补工作。各乡镇也不断加大投入，在
道路硬化、垃圾清运、路面路肩整修、垃圾桶配置、垃
圾转运池修建和村庄绿化、美化及文化建设方面累
计整合投入各类资金 1.8 亿元，有效保障了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各项具体工作的扎实开展。

值得一提的是，襄城县建立了县委、县政府两办
督查室、县人居办督导组、乡镇督导组三级督查网
络，同时建立了“户投放、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
处理体系，为全县 448 个行政村(社区)配备 1811 名保
洁员，为每个保洁员配备保洁设备，为每个乡（镇、街

道办)配备垃圾清运车辆，全县新建垃圾收集转运池
199个，充分满足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转运需求。

截至目前，襄城县已集中清理农村垃圾 76000 多
吨；新修和改造农村道路 325.22 千米，整修路面路肩
1400 多公里；整治空心村闲置土地 1 万余亩，该县新
植绿化树木 400 万余株，新增绿化面积 8.17 万亩；拆
除旱厕 235 座，基本实现了该县城中村、城郊村无旱
厕；积极推进农村厕所革命，该县新建无害化卫生厕
所 174 座；清理坑塘、沟渠和大小河道 232 公里，基本
实现了水净、岸绿。

大整治带来大变化。声势浩大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换来了襄城县乡村环境面貌的崭新容颜，路宽
了、灯亮了、街道也干净了，得到了百姓的一致认可，
而美丽乡村、美好生活的愿景也正在变为现实。

改善人居环境，让乡村真正美起来

培育文明新风，焕发农村新气象
襄城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让老百

姓过上了好日子。

襄城县大力发展烟叶种植基地，既扩大了就业，又增加了农
民收入。

今年以来，襄城县实施乡村清洁“百日攻坚”行动，声势浩大
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换来了襄城县乡村环境面貌的崭新容颜。

今年 4 月，在繁花似锦的首山，襄城县隆重举行第一届中国·
襄城首山油菜花旅游文化节开幕式。 张全喜 摄

5 月 16 日，襄城县第八届西瓜文化节在湛
北乡尚庄村盛大开幕。图为在大胃王比赛现场，
小伙子们甩开腮帮子，看谁吃得快。

首山花海首山花海。。张全喜张全喜 摄摄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许昌许昌··奋楫弄潮奋楫弄潮 年年 值班总编 黄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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