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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十载 绽放信阳

第十届豫商大会特刊

重宣传、强引导，

培育生态文化

文化是陶冶群众道

德情操的强力“助推器”。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

浉河区注重文化融合，挖

掘文化特色、彰显文化元

素，注重发挥文化对引领

风尚、教育人民、推动发

展、 促进和谐的作用，实

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和

提升“美丽乡村”内涵，让

“美丽乡村”更具魅力。

在双井办事处五纪

村，记者一到这里就被欢

快的笑声所吸引，循声走

到村里新建的文体广场

上，几名老大爷正在围观

棋局， 而旁边的凉亭里，

几位照看着孙子的大妈

正在聊家常，不时发出欢

声笑语。“以前，我们看见

城里人可以在公园、广场

跳舞、娱乐，觉得很羡慕。

现在，村里有了自己的文

体广场、健身器材，我们

这些老年人可以活动活

动身体，大家聚在一起热

闹热闹。” 村民汤大妈兴

奋地说。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

浉河区还强化对村民进

行精神文明和伦理道德

传统教育宣传，弘扬家庭

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

德， 整体推进乡风文明，

形成民风真诚淳厚，保护

自然、注重和谐、尊老爱

幼的风气。

为营造文化氛围，以

孝文化、和谐文化、仁义

礼智信等中国传统文化

以及村规民约为主题，该

区高标准制作了文化墙，

使广大村民耳濡目染。全

区各乡镇还通过开展“好

媳妇”、“大美浉河人”等

评选活动， 倡导新风尚，

培育新型农民，用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营造了“村

村优美、处处和谐、人人

幸福”的社会风气。

“把美丽乡村建设作

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的重要抓手，统领农村各

项工作开展。要形成政府

推动、群众为主、社会参

与的美丽乡村建设良性

互动机制。 加快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 完善公共

服务配套， 为建设美丽

乡村提供坚强支撑。”浉

河区区长邵七一加快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话语

掷地有声。

好景出在山水，好音

来自森林， 好味源于乡

野 ， 盛情莫过农村 。如

今， 浉河区茶乡儿女正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大潮

中阔步前行，“绿树村边

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

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幸

福田园生活正在实现 。

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

美丽乡村， 已经张开双

臂，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

宾客。

浉河区：最美茶乡绽华彩

定规划、抓重点，品位全面提升

建设美丽乡村是 “寻找美、 发现

美、打造美、展示美”的过程，规划要先

行。浉河区以规划为“龙头”，为美丽乡

村发展指引了方向。

近年来， 浉河区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的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

指导思想，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深入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 率先在全省全面开

展以“生态人居建设、生态环境提升、

生态经济推动、 生态文化培育四大工

程”为载体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在

2014

年浉河区委经济工作会

上， 区委明确提出将美丽乡村建设作

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平台

之一，凝聚全区之力强力推进。

“浉河区是一座风景如画、美轮美

奂的生态之城。建设美丽乡村，不是小

问题，而是大战略；不是权宜之计，而

是长远之策；不仅仅是装点门面、锦上

添花的‘形象工程’，而是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民心工程’，贯穿于‘大美浉

河’建设始终。”邵春杰说。

画龙重在点睛， 美丽乡村建设要

突出重点。 浉河区有着

2300

余年种茶

历史，无论外在形象，还是内在品质，

都堪称中国的最美茶乡。 立足自身优

势，

2014

年以来，浉河区重点打造

86

公

里环湖路开放式大旅游景区， 使其成

为浉河区美丽乡村建设的 “龙眼”，为

大美浉河建设注入了新内涵。

与此同时，该区邀请相关规划专家

数次来浉河区考察调研，对环湖美丽乡

村建设规划进行顶层设计，确立了将茶

产业和旅游业发展相结合， 以五云、四

望山、何家寨、南湾湖、黑龙潭、白龙潭

等景点为依托，重点打造睡仙桥、车云、

郝家冲、龙潭、桃园、凌岗、土门、黄湾等

示范村，夯实农业和茶产业，带动农副

产品加工业，发展休闲旅游业的思路。

此外，该区还制订了《大美浉河美

丽乡村建设实施意见》、《浉河区美丽

乡村建设考核指标与验收办法》和《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清洁家园行动实施方

案》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明确了美丽

乡村建设的目标、内容和要求，为全区

广大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清垃圾、净沟塘，优化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乡村的灵魂， 要开辟

金山银山，更要守住绿水青山。通过重

拳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浉河区活络了

美丽乡村建设的“龙脉”。

来到十三里桥乡黄湾村，不禁让人

眼前一亮： 宽阔平坦的水泥路穿街而

过，道路两旁的桂花、玉兰等绿化树木

郁郁葱葱， 绿色的垃圾箱排列有序，一

座座农家小院美丽整洁，老人和孩子在

门前沐浴冬日的暖阳，悠闲自在……

村里

60

多岁的梁孝珠老人说：“这

一年，村里的变化可真大，黄泥巴路变

成了水泥道儿，烂泥塘变成了清水池，过

去垃圾乱倒、杂物乱放的情况越来越少，

整个村子越来越干净了。”

一年前， 黄湾村大部分村民门前黄

土裸露，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部分地

方甚至杂草丛生，污水横流。开展美丽乡

村建设工作后，当地政府出钱，统一对村

民住房门前路面进行了硬化，种植了桂花

树、玉兰树等观赏性树种，配备了垃圾桶，

村庄干净整洁了，村民也高兴满意了。

2014

年

5

月以来，全区开展了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清洁家园行动。各乡镇、

办事处通过发放宣传页、竖立宣传牌、

出动宣传车巡回广播、 组织基层党员

干部到村民家中宣讲、开展“清洁家园

巾帼先行”、“小手拉大手” 等活动，让

清洁家园的理念深入人心， 引导群众

养成清洁卫生的习惯。

在环境综合整治上， 干部群众齐

动手，清垃圾、清污水、清杂物，累计清

理积存垃圾

1000

多车， 清淤修缮坑塘

211

口，清理河道沟渠

300

余公里，刷白

行道树

2

万多棵，新修建垃圾池（垃圾

屋）

200

多个，购置垃圾清运车

71

辆，垃

圾桶

1200

多个， 使农村环境卫生有了

明显改观。

为建立长效机制， 浉河区还成立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督导组，定期、不定

期对各乡镇、办事处进行督导，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要求及时整改。各乡镇、

办事处不断完善保洁制度， 积极探索

购买社会保洁服务， 保障农村环境卫

生持续改善。

改住房、建配套，打造生态人居

屋舍破败、村貌颓废，不是美丽乡

村。旧村要改造、旧房也要改造，打造

生态人居， 还要扮靓美丽乡村建设的

“龙颜”。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雕窗画檐 ，

小桥人家……在董家河镇睡仙桥村 ，

一幅幅乡村美景诉说着这里的变迁 。

谁能想到，两年前这里还是房屋破旧、

杂乱无章的景象。

村民罗付平坐在焕然一新的房屋

前晒着太阳。 提起自己居住的美丽村

庄， 他乐呵呵地说：“这两年政府引导

我们把街道两边原本破旧的房屋进行

统一改造，刷白了墙壁，铺上了青瓦，

还对家家户户门前进行了硬化， 安装

了太阳能路灯和独立的小花坛。 村庄

越来越漂亮，感觉比城里还好哩！”

睡仙桥村是由南湾进入浉河区的

第一个村庄。结合睡仙桥村发展规划，

浉河区将其作为美丽乡村示范村进行

重点打造，对睡仙桥街区进行建设，引

导群众按照豫南茶乡传统民居特色的

原则进行民居改造，完善道路、公厕、

休闲广场、路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

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

像睡仙桥村这样外观漂亮， 溪流

相伴、田园风光浓郁的村庄还有不少：

董家河的楼房村、浉河港的龙潭村、湖

东办事处的三里店社区等等。

为建设生态人居， 浉河区领导和

相关部门多次深入乡村调研， 提出尊

重民意、建设与保护并重的原则，不搞

大拆大建， 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适度

开发，对村落的格局、历史风貌和整体

环境进行传承保护。

通过对墙体立面进行整修和安全

加固处理，注重保持了民居原貌，体现

出豫南民居特色， 并配套建设公共服

务设施， 使浉河区美丽乡村的建设力

求“安全、实用、美观”。

同时，引导群众积极改水改厕，打

造庭院及房屋周边景观， 要求各家各

户搞好室内外卫生和庭院内外绿化美

化，改善家庭居家环境，减少居民生活

污染，提升群众居住和生活质量。

如今，行走在各个乡村，人们的目光

总会长时间停留———村子变美了、 变靓

了，村民的脸上写着幸福、透着欢乐。

做旅游、强产业，发展生态经济

产业是美丽乡村建设的 “龙骨”。

贫穷的乡村不是美丽乡村， 浉河区通

过做旅游、强产业，发展生态经济，带

动村民致富。

谭家河乡的凌岗村离市区不远 ，

交通便利， 驱车半小时就可以到达 。

在这里开农家乐的村民周继洋说：“自

从政府给我的农家乐包装改造后 ，几

乎每天都有城里人来这吃饭， 周末来

的人更多，节假日旅游高峰期时，吃饭

还得排队。”

在这之前， 老周的农家乐规模偏

小，装修简陋，生意不温不火。为了帮

助百姓增收致富， 浉河区通过研究论

证， 决定在凌岗村选择几家基础好的

农家乐进行包装改造和评星定级 ，按

照豫南茶乡民居特色对农家乐进行

“穿衣戴帽”。 改造后的农家乐干净卫

生、样式新颖、高端大气，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消费。

在浉河区的最南端柳林乡， 有一

条著名的豆腐老街。这个有着

300

余年

历史的信南古集镇目前有特色产业户

21

户，主要从事手工豆腐、手工挂面生

产加工。同时，还遗存信阳第一党支部

遗址、“互助社”遗址、信阳地委所在地

遗址、地下物资转运站、平民夜校（老

街小学）等红色资源。

为发展柳林老街民俗旅游、 红色

旅游， 浉河区加大力度对老街进行改

建，修建完成了老街朝天河沿河景观路

路基、 片石护坡和亲水平台等工程。同

时全面清理了柳林老街沿河多年积存

的生活垃圾， 使柳林老街有了巨大变

化，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除了凌岗村的农家乐和柳林老街，

区内还有很多乡村旅游项目，如浉河港

的四望山、东双河的灵龙湖、五星的青

莲苑、 金牛山的金牛文化公园等等。此

外，全区还大力发生态农业。

依托这些独特的自然、历史、人文

资源， 浉河区积极推进旅游与农业、生

态、文化等元素的融合，利用农村田园

景观、茶山自然风光、山水生态资源和

豫南乡村文化，发展具有豫南山水特色

的乡村生态休闲旅游业，做到乡乡有特

色、村村有美景，扩大了农民增收渠道，

真正把美丽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

山水信阳，宜居之城。她无疑是其中最秀美的县区之一。

她，是中国名茶之乡———信阳市浉河区。走进茶乡，举目四望，映入

眼帘的尽是醉人的绿，绿的群山、绿的浉河、绿的茶林，一幅幅村庄秀

美、环境优美、生活富美、社会和美的画卷，在浉河大地上铺展开来。

“山水宜居看大美浉河，水墨丹青汇成美丽乡村建设。”用这句话来

描绘浉河区再合适不过。如今，这方自古以“山清水秀，茶田阡陌”而闻

名的土地，因“美丽乡村”建设，焕发出新的光彩。

今年

1

月

15

日至

16

日，从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传来喜讯，浉河区荣

获

2014

年度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先进县（市、区）荣誉称号，从全省

120

个县（市、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评估中优势胜出。

从建设“大美浉河”，到全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在浉河区区委书

记邵春杰看来，浉河区

96%

的区域在农村，只有农村的美丽，浉河区才

能真正实现“大美”。

如果把浉河区的乡村比喻为一条即将腾飞的巨龙， 那么美丽乡村

建设的过程，就是大美浉河在广大农村具体实践的过程，就是“昂龙头、

擦龙眼、活龙脉、靓龙颜、壮龙骨”的过程。

□

本报记者 郭 靖 通讯员 张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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浉河区滩涂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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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办事处青莲苑

乡村山脚美景

灵龙湖水库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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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睡仙桥村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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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仙桥村入口牌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