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凉亭乡赛山脚下。 徐大迟摄

槐店乡晏岗茶厂。 冯明生摄

净居寺风景区扬帆桥村。 冯明生摄

大别山钟灵毓秀，淮河水源远流长，孕育了这方美
丽而多情的厚土———光山。

这里生态优美，人文灿烂。古之光山，地域广袤，山
原毕具，“千山壁立，一水环流”，素有“弦山紫水”之称；

今之光山，因“美丽乡村”建设，村容整洁环境美，乡风文
明更宜居，焕发出新的光彩。

7

月
30

日，河南省环保厅首次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全省
98

个县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光山县空气质量排名
第一。

去年以来，光山县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
乡村作为推进全县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改善农村
环境为切入点，以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统筹规划，全
面展开，创新推进。

截至目前，全县
358

个行政村（居）全面开展了环境综
合整治，

40

个示范村、

118

个达标村进展良好；

8

月中旬，光
山县生态乡镇创建工作再传喜讯，白雀园、泼陂河两镇
被环保部授予“国家级生态乡镇”称号。

在这里，乡村美，美在规划先行，因“村”制宜的建设
蓝图；在这里，乡村美，美在坚持不懈地进行农村大环境
整治，让乡村环境与居民生活华丽蜕变；在这里，乡村
美，美在完善机制，使美丽乡村建设保持常态。

一幅优质的规划蓝图， 对美丽乡村建
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 光山县上官岗村
就开始了新农村建设的探索实践。

以信阳被确定为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
综合试验区为契机，该县先后建成

60

多个新
农村示范点，

17

个新型农村社区示范点。多
年的新农村建设成果，为美丽乡村建设奠定
了坚实基础。

依照“美丽乡村创建是新农村建设升

级版”的思路，光山县委、县政府科学规划，

根据各个乡村区位特点、建筑特色、优势产
业， 合理确定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的项目与建设标准，明确不同区位、不同类
型村庄人居环境改善的重点和时序， 按照
集中居住型、古村保护型、旧村改造型等分
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对人口外流、逐步消亡的村落，结
合移民、空心村治理等项目，规划迁入新型
农村社区。

———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

传统村落、民俗村，先保护起来，有计划地
进行修缮。

———对基础条件好，人口集中的村落，

实施旧村改造。坚持少挖山、不砍树、慎填
塘，保留农村风貌和乡土元素，打造干净、

整洁、天蓝、地绿、人美、宜居的好家园。

这种坚持“规划先行、传承延续”的思
路，把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与已有的新农村建
设规划、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相结合，使

之成为一个衔接、融合的整体。

为落实规划， 光山县成立由县委书记
任组长、县长任第一副组长，县委副书记具
体抓的领导小组， 整合力量成立由县委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县委农办牵头推动
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暨美丽乡村建设的工
作机构，出台系列工作机制，以“智慧之乡、

宜居光山”为总目标，按近期、中期、远期分
三步走，全面推进全县

358

个村（居）的美丽
乡村建设。

在光山，与屋舍整齐、各具特色的村落
相辉映的是良好的生态和清新的人居环境。

昔日随地倾倒的污水， 被网络发达的
排污管道引至污水处理池； 堆积成山的垃
圾，被村级清洁员及时、集中清运……大街
小巷变得干干净净， 一派整洁恬静的田园
风光。

美丽乡村，村容整洁是前提、是基础。

光山县通过“面上整治，点上示范”的做法，

在全县持续开展“落实十个一律，创建清洁
幸福家园”活动，大力开展“三无一规范”、

“一眼净”整治工作。

———对国道、省道、县道公路沿线及两
侧的白色垃圾、 乱堆乱放的杂物、 废旧地

膜、废弃广告牌等进行清理，打捞和清理沟
塘漂浮物；保持公路沿线村庄的干净整洁；

对交通主干道沿线的杂草进行集中清理，

建造花坛，种植花草及观赏树木。

———对街道环境卫生及市场秩序进行
整治，配备垃圾车，对街道、市场进行清扫，

集中清运生活垃圾； 道路两旁的日常生产
生活物品堆放有序。同时，还组织机关干部
职工和集镇群众定期开展大扫除，营造“我
的家园我来扫”的良好氛围。

———对旅游景点， 及时清除了道路两
侧各类杂物，日常生产生活物品堆放规范，

无乱堆乱放现象；对商铺摊点占道经营、户
外广告乱摆乱放等情况进行集中整治，确

保道路畅通；停车场内无杂物挡道，整治排
水渠道，确保景区整洁有序无污水横流。

今年以来， 全县共取缔公路沿线木材
加工点、采石场各

9

处，取缔废品收购站
23

处，清运垃圾堆
500

多处，扶正、拉直各类线
杆

400

多根，新建垃圾池
1000

多处、配备垃
圾清运车

30

余辆， 使全县农村大环境面貌
焕然一新。并建立了村级清洁员队伍，配备
清运工具，逐步新建村级垃圾处理设施。

与此同时， 光山县以示范村引导美丽
乡村建设，开展省、市、县三级美丽乡村示
范点创建活动，以杜岗、晏岗、扬帆等

3

个省
级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项目为重点， 同时启
动了

15

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40

个县级

美丽乡村示范村民组创建， 要求每个乡镇
办好

1

个示范点，每个村先抓一个示范村民
组。目前，全县示范乡镇、示范村、示范村民
组的美丽乡村建设正在扎实推进。

统筹“点、线、片、面”发展，加快推动升
级创建。通过抓点连线、组线成片、以片促
面、全面推进，光山县分别打造出几条美丽
乡村的精品线、示范带、核心区，即：在

G312

线、东南线、西南线打造三条精品线；北片
突出土地流转带动， 中心片以城乡一体化
引领，西南片打造豫南山水游，西片发展社
会化服务，东南片突出文化引领，打造出

5

个各具特色的综合示范片， 使美丽乡村更
加因地制宜，更加彰显特色。

宽阔的马路两边是整洁的村落， 村里
小路旁是正在盛开的花朵， 茶余饭后可以
去环境优雅的广场散步， 周末假日这里便
成了城市人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这是现
在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也将是未来光山
县农村真实的生活。

建设美丽乡村
,

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
实的

,

只有坚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

才能保
证村庄建设正常推进

,

已建成的村庄才会
保持常态美。为此，光山县建立了六项长效
机制，让美丽乡村建设常态化。

———群众参与机制。 坚持以群众为主
体，用群众的力量推动人居环境改善工作。

群众全面参与讨论、 表决本村改善人居环

境的重大事项； 群众在实施过程中积极参
与本村的卫生保洁、施工建设、本地的产业
发展等， 确保群众享受到人居环境改善的
成果；动员鼓励本村群众成为社会资金、民
间资本参与改善人居环境的主力军； 积极
组织群众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中当好“三
员”，即“运动员、宣传员、评判员”，充分发
挥群众的自我学习、自我宣传、自我评比、

自我监督的作用。

———领导联系机制。 建立了县级领导
干部定点联系改善人居环境示范村制度。

在全县范围内选取
40

个示范村， 作为县领
导的联系点。每个乡镇的书记、乡镇长各联
系一个乡镇级示范村，作为联系点，乡镇班

子成员每人定点联系一个达标村。

———部门帮扶机制。 以建设人居环境
示范村、达标村为契机，按照县直有关单位
职能为抓手，明确部门帮扶任务及分工。形
成了以县公用事业局、农业局、住建局、环
保局、水利局为重点帮扶单位，其他各有关
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协作，通力合力的帮建
新机制。

———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出台了《关
于整合涉农建设资金支持美丽乡村建设
的实施意见（试行）》， 县政府每年拿出
1000

万元专项奖补资金； 对财政扶贫、以
工代赈、农业综合开发、“一事一议”等

22

项涉农资金，进行全面整合，重点投入，多

层面、多渠道宣传动员外出务工成功人士
参与捐建工作。

———长效保洁机制。出台了《光山县农
村垃圾集中清运处理工作指导意见（试
行）》。建立“以县为主，乡镇公担，农户适当
出资” 的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经费保障机
制。

———督查考评机制。出台《光山县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督查考评办
法》，组成督查小组，加大督查考评力度，督
查小组定期不定期深入各乡镇进行明察暗
访，实行月督查、季小结、年终总评的考评
机制，形成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奋勇争先
的工作氛围。

完善机制 保持常态

规划先行 传承延续

面上整治 点上示范

2015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
责编：郭靖审读：庭军组版：徐冉

08

花开十载 绽放信阳

第十届豫商大会特刊

智慧之乡 宜居光山

———河南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第一县的美丽之路

经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 全县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和美丽乡村建设亮点纷呈、

成效初显：

涌现了一批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典范。

根据全县不同地区的地形地貌和基础条
件，培育了集中居住型（上官岗村、江湾
村）、古村保护型（扬帆村、董湾村）、园区
景区型（敖洼村），以及平原型（杜岗村）、

山区型（帅洼村）、丘陵型（晏岗村）等各
种不同类型的美丽乡村示范点， 这些示
范村设施配套、风景优美、乡风文明，对
全县美丽乡村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
领作用。

培育了一批美丽乡村与现代农业产业
园融合的新典型。 以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动
力，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产业支撑。目前，

光山县拥有千亩以上农业示范园
18

个，新
农村建设与农业示范园在一起整体规划建
设的有十余个， 农业示范园与新村庄相互
映衬、同步发展、互相促进。农民群众既改
善了生活居住环境， 又达到了在家乡就业
创收的目的。

开创了社会捐助改善人居环境工作的
新局面。 县乡两级密切联系外出创业成功

人士，引导激发成功人士回报家乡，为家乡
捐钱捐物捐建设施。 蓝天集团投入

5000

多
万元在敖洼村捐建基础设施， 陈启伟在家
乡陈大湾村投入

3000

多万元无偿捐建农村
基础设施和现代农业设施， 魏均昌在家乡
李岗村魏老榨投入

1000

多万元捐建基础设
施，董氏兄弟投入

800

多万元在家乡杜岗村
无偿捐建基础设施， 帅洼村创业群体集资
100

多万元在家乡捐建基础设施。 据统计，

全县成功人士投入
1.5

亿元为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捐建基础设施， 建成美丽乡村示范
点
15

个， 目前又有
56

名成功人士达成捐资
2600

万元的意向。

掀起了群众主动全面参与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建设的新高潮。 光山按照集中居住
型、古村保护型、旧村改造型等分类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目前，入住达到千人以上的美
丽乡村示范点就有

80

多个。 江湾村集中居
住

1800

人，集中居住率达
85%

；杜岗村已经
集中居住

350

户， 还有
100

多户申请搬迁到
社区集中居住。 逐步形成了全县农民群众
主动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热情， 群众的积
极性、参与度显著提升，真正实现了人人参
与、户户参加、家家奉献的新局面。

“绿树村边合
,

青山郭外斜。”从乡村环
境整治，到美丽乡村建设，到乡村美的常态
化， 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暨美丽乡村建设

的工作中， 光山县上下仍以实干的精神和
执着的激情， 留住绿水青山， 朝着建设更
“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目标迈进。

美丽乡村 亮点纷呈

龙山湖湿地风光。 徐大迟摄

灵秀小城。 史霞摄

硅桥镇彭冲村风貌。 徐永慧摄

□

本报记者郭靖通讯员吴正宇苏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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