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MARKET��INFORMATION

2024-6-26���星期三 责任编辑 杨静利 制作 杨静利 电话：0351-�4132512

乡村振兴

湖南益阳

共建美丽屋场

共享和美村景

��������华林村通过发展种养产业，

在 2018 年成功脱贫摘帽。 刚刚富

起来的村庄，如何美起来？“大拆

大建、投入大量资金不现实，要搞

好村里净化、绿化、美化、亮化，首

先要解决钱的问题。 ”华林村党总

支书记范志祥告诉笔者， 村里的

人居环境整治还需凝聚多方合

力，推动和美乡村共建共治共享。

华林村逐渐摸索出“三个一”

建设模式———群众出一些、社会投

一些、政府奖补一些。 为打消大家

顾虑， 村里组织村民前往长沙市

望城区、浏阳市等地实地探访。 从

外地“取经”回来，村党员干部率

先行动，整治房前屋后卫生、清理

修缮水沟、引导家家圈养禽畜……

村里环境焕然一新。

在休闲广场晒太阳的村民陈

克明告诉笔者，修建小广场、凉亭

和休闲步道时村里人都来帮忙，

省了不少人工费。“大家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村里的环境越来越

好。 ”陈克明说。 2021 年以来，华林

村按照这个模式打造了 4 个美丽

屋场（“屋场”即自然村）。

提起村民出工出力， 家住衡

龙桥镇樟树咀村筒车坝美丽屋场

的刘国文打开了话匣子。“休闲广

场的老石磨、环村步道的瓷砖、垒

院墙的鹅卵石都是村民自己提供

的。 ”刘国文告诉笔者，村里的泥

瓦匠带头组建了施工队， 利用鹅

卵石、红砖、青石板等农村常见元

素建设美丽屋场，既能节省成本，

又能融合本地的乡土特色。

环境整治有没有成效， 村庄

有没有变美，村民最有发言权。 筒

车坝美丽屋场村民如今空闲时都

喜欢到村里的小广场上活动，用健

身器材锻炼身体。“河道旁的垃圾

堆不见了， 小院里种上了蔬菜、桃

树，比城里住着舒服。”说起村里的

变化，村民唐浩华的幸福感、满足

感溢于言表。

华林村和樟树咀村的变化，是

赫山区以“美丽屋场”为抓手推动

和美乡村建设的缩影。 2022 年开

始，赫山区出台《美丽屋场创建工

作方案》，坚持用好“群众的脑、干

部的嘴、专家的手”，科学编制建设

规划，以不触碰耕地保护红线为原

则，确保不违法建设，形成《美丽建

设一张图》，规范建设模式、区域和

方向，并创新探索“1+6”美丽屋场

建设模式（“1”即一个屋场一个主

题，做到因地制宜、各具特色；“6”

即屋场公共区域建设的 6 个元素：

一块干净水域、 一个活动广场、一

个休闲凉亭、一条健身步道、一个

公共厕所、一面文化宣传墙）。

在建设中，赫山区建立起 3 个

“三分之一” 的方式美丽屋场建设

筹资模式，即群众投资投物、投工

投劳占三分之一，社会力量捐资助

建占三分之一，财政资金占三分之

一。 通过“财政出资 + 立项争资 +

群众筹资 + 能人出资” 的多元投

入机制，解决建设资金难等问题。

美丽乡村建得好， 如何管得

好？ 赫山区同样发挥各方面力量，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长效机制。

在泉交河镇新松桥村同心美

丽屋场，一张“美丽屋场管理制度”

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管理制度”不

仅明确了“不折一花一木 、不焚烧

垃圾” 等保护屋场环境的细则，还

明确了一周打扫屋场卫生的卫生

员值班名单。

“轮到值班， 我们早晚都会来

管理的片区打扫一遍。 ”正在打扫

卫生的叶赛群告诉笔者，随着村民

环境意识的提高，他们的工作量越

来越少。

除了发动村民参与，包括同心

屋场在内，赫山区多个屋场都成立

了屋场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搭

建群众参与平台，把政府引导与农

民主体有机结合，形成政府、村集

体、村民等各方共谋共建共治共管

共享机制，长久实现村庄整洁和生

活宜居。

“我们是 50 多户的屋场，屋场

组织村民利用庭院、零散土地种植

黄桃，并负责销售。 收入六成归农

户 ，四成反哺屋场，用来支付屋场

建成后的管护费用。 ”刘国文告诉

笔者，去年筒车坝屋场村民成立了

屋场管理委员会，管理屋场内环境

卫生等问题。

如今，衡龙桥镇筒车坝美丽屋

场游人如织，岳家桥镇石坝口村露

营基地烟火气升腾，新市渡镇自搭

桥游乐场成了亲子出游好去处……

赫山区已建成的 135 个美丽屋场处

处生机盎然。 因地制宜做好结合文

章，让美丽屋场建设与产业发展融

合，互相促进，或发展庭院经济，或

做强文旅融合， 或布局特色产业，

赫山区正以多元整合方式，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动能。（唐旭 鲍捷讯）

青石板铺成的乡间小道，潺潺流淌的清澈河水，分类明确的垃圾桶整齐摆放在村边道

路一侧， 树枝上回响着婉转动听的鸟鸣……走进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衡龙桥镇华林村，一

幅清新的乡村画卷在眼前舒展。

浙江：

农家特色小吃主体

超 4.5 万家

日前， 浙江省第三届乡村美食大会暨 2024

“寻鲜舟山”海岛土特产集市活动在舟山市举办。

大会设有技艺比赛、美食推介、民俗表演等环节，

旨在展示美食文化积淀和乡村产业成果，进一步

促进产销衔接、推动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

近年来，浙江把发展农家特色小吃产业作为

培育乡村新业态、 激活产业新动能的重要抓手，

数据显示，目前，浙江有各类农家特色小吃 1200

余种、 农家特色小吃主体 4.5 万余家、 从业人数

52 万余人、年产值超 580 亿元，其中规模超亿元

的小吃就有 18 个， 形成了缙云烧饼、 嘉兴粽子、

建德豆腐包等一批走出浙江、享誉全国的浙系特

色名小吃产业。

东沙香干、倭井潭印糕、沙洋晒生是源自岱

山的特色小吃，并称为“岱山三宝”，浓缩着舟山

独特的海洋文化。

接下来，根据启动实施的新一轮农家特色小

吃提升行动，浙江将突出乡土韵味，振兴一批承

载文化情感的乡村美食产业。 同时，提升品质风

味，完善相关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和规范流程，支

持生产经营主体改造提升生产设施设备，培育乡

村特色小吃技艺“新农人”，并且注重开发“小吃

+”休闲农业、红色研学、民俗文化、生态康养等多

元化产品，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朱海洋 陈震宇）

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

美育课堂进稻田

助推乡村游升级

插秧苗、捉螃蟹、在稻田里听一堂农耕课……

日前，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在后安定村举办了特

色农耕文化———美育课堂进稻田活动， 以农耕文

化科普、农耕体验为主题，引导传统农业向农文

旅结合转型升级， 为农耕生产植入文化元素，助

力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当天， 来自镇域内的 50 名小学生和 20 组幼

儿家庭来到农场，上了一堂农耕体验课。 孩子们

在稻田里学习水稻插秧知识与技巧，了解大米的

“一生”，在一耕一种中体验农耕的乐趣，感受传

统农耕文化的魅力。“原来插秧这么累啊，我今后

一定要珍惜粮食，再也不浪费了。 ”小朋友们纷纷

感叹。

除了农耕体验，稻田两侧设置的桑葚 、富硒

西瓜等安定镇特色农产品展位，吸引不少游客品

尝购买。 园内将现代文化元素与传统农耕有机融

合，设置文化打卡点、打卡墙，将地域民俗文化有

机融合。

据悉 ， 后安定村主导产业是粮食和果树种

植， 总产值 1200 余万元， 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

50%以上。 近年来，依托村内农业资源优势，该村

围绕果蔬种植、采摘，打造了农旅休闲一体的产

业链条，深入推动村庄产业经济转型，促进农民

就业和村集体增收。

（刘趁）

晋华宫矿：

狠抓煤质管理

提升企业效益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晋华宫矿紧紧围绕企业

全年经营工作目标任务，牢固树立“抓煤质就是

提效益 ”的管理思路 ，通过狠抓源头治理，强化

煤质管控、严格制度考核，有效保障了全矿的煤

炭质量。

该矿以狠抓煤炭质量工作为重点，定期组织

生产技术部和安全管理部等职能部门进行监督

检查煤质情况，科学制定采煤工艺。 同时，加强井

下各工作面、 不同时段来煤情况进行抽样化验，

及时掌握煤质变化情况，做到井下煤质管理日检

查、周通报、月考核。

该矿明确责任主体，明确各部门、区队的煤

质管理监督职责，将煤质作为监管部室和生产区

队的绩效考核内容，形成全员参与、全过程管控

的煤质管理体系，有力地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梁峥嵘 杨静文）

图片新闻

近日，四川省

内江市东兴区

椑

木镇月池村种植

的大棚西瓜喜获

丰收，瓜农们忙着

采 收 、 搬 运 ， 抢

“鲜”供应市场。近

年来，东兴区采取

“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 的模式，

引导农民通过温

室育苗 、 大棚栽

培、订单供应等方

式发展西瓜种植，

促进农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

图为月池村

村民在采收大棚

西瓜。

兰自涛 摄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大棚西瓜好“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