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宁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明年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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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都在搞美丽乡村建设，如
何能让我们的乡村与众不同？

邹城市香城镇党委书记孙颖认
为，需要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文化。
文化就如乡村之魂，是每个村落最
独一无二的名片。比如，在规划香城
镇的美丽乡村建设时，我们就定义
为建设独具北方乡土文化特色的田
园村落。

结合香城镇山区丘陵的地域特
点，香城镇挖掘每个村庄的历史文
化，实施桃园片区、枣林片区等传统
村落建设。因地制宜地建设乡愁村、
田园村，连片打造“邹东深呼吸”的
美丽乡村特色游，主打回归山区田
园生活。

刘一山也赞同孙颖的这种观
点。刘一山介绍，今年石门山镇以中
国第一文化国际慢城建设为契机，
坚持“慢是城之根、儒是城之魂”，将
儒家文化融入到慢城建设中。目前，
全镇以乡村旅游、民俗体验为载体，
当地群众实实在在地尝到了“慢城”
所带来的红利。

张亮对这个观点更是深有体
会。他表示，像上九古村这样本身具
有文化历史特征的特色村庄，如果
失去了文化这个魂，上九古村包装
得再好也是没有特色。因此，上九古
村不仅较好地保留了历史遗迹，还
将当地的曲艺作为常规演艺节目，
让游客们尽情欣赏。这也是特色乡
村的生命力所在。

保留乡村文化

小村更有魅力

小小村村美美了了，，腰腰包包鼓鼓了了心心里里更更美美
美丽乡村建设，要让老百姓得到真实惠

“我觉得美丽乡村的建设
的最终落脚点，是要让老百姓
安居乐业，更要让他们的腰包
鼓起来，也让外出打工的能人
回村，共同建设美丽乡村。”罗
明颖说，现在进行的美丽乡村
建设是在为下一步打基础，有
了这个基础，还愁老百姓的腰
包鼓不起来。

乡村美丽了，旅游搞起来

了，很多村民都开起农家乐。
罗明颖介绍，比如宋家沟村一
户老乡亲，他的儿子儿媳以前
常年在外打工，今年他把坑塘
整治来搞农家乐，让儿子儿媳
回家搞起休闲垂钓。

这种带动作用在曲阜市
石门山镇也有初步体现。曲阜
石门山镇党委书记刘一山介
绍，石门山文化国际慢城共涉

及11个行政村，围绕构建慢生
态、慢生活、慢旅游、慢交通四
大系统，以崄河景观改造、慢
城游客服务中心建设为重要
节点，全面建设游客服务中
心、二十四节气活态博物馆、
六艺文化休闲区、崄河治理、
慢行系统等14项重点工程。同
时，以“山、水、田、村四要素”
为生态格局，以石门山为中

心，将其打造成“文化山”、“旅
游山”、“不夜山”。在片区周边
布局了自驾车露营地、高尔夫
球场、少林国际武林苑、顺祥
欢乐农场、山外山庄园等多个
农业观光项目，鼓励农民发展

“农家乐”、“自采园”、手工作
坊等房东经济、地头经济。

本报济宁11月4日讯(记者
黄广华 高雯) 明年是济宁美
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收
官之年。全市将围绕“产业生态、
环境优美、生活富裕、乡风文明”
的建设目标，以实施农村厕所改
造为重点，以扩面提质打造美丽
乡村示范带为牵动，将更多村庄
纳入生态文明村连线成片整治
范围，全面实现环境整洁村“三
个全覆盖”，确保完成美丽乡村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各项任务目
标。

从4日召开的济宁市美丽乡
村暨小城镇建设工作会议上获
悉，全市的美丽乡村和小城镇建

设持续发力，变化日新月异，建
设成效明显。

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济宁
已有6314个村庄实行市场化保
洁，实现了“村村净”全覆盖；新
安装路灯9 . 7万盏，亮化率达到
99 . 7%，实现了“街街亮”全覆盖；
新建或改建进村道路、村内主要
街道、小街巷3557公里，86%的村
庄已实现“户户通”。

“四个一”工程方面，镇村绿
化栽植各类苗木3430万棵，完成
年度计划的114 . 2%；清理整治坑
塘 2 1 7 5 个 ，完 成 年 度 任 务 的
99 . 8%；新建改建农村文化广场
2229处，已覆盖全市87 . 3%的行政

村；新增“清洁庭院”25 . 3万户。
美丽乡村示范片区建设方

面，持续整合市、县两级资源，集
中打造9个市级示范片区、12个
县级示范片区和251个示范村，
形成了兖州新驿、曲阜吴村、泗
水泗张、邹城香城、微山欢城、嘉
祥万张等一批各具特色的美丽
乡村建设样板示范区。

按照一般镇、重点镇、小城
镇建设示范点三个层次，济宁进
行分类提升、梯次推进，取得了
明显成效。截至9月底，全市145

个涉农乡镇(街道)完成村镇建设
总投资98 . 7亿元，其中18个省级
示范镇完成村镇建设总投资15 . 8

亿元，累计完成园区投资545 . 94

亿元，启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18个，建成小城镇社会事业和
公共服务平台项目81个。

明年把农户改厕作为济宁
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全市将围
绕“产业生态、环境优美、生活富
裕、乡风文明”的建设目标，以持
续推进村庄绿化、净化为主题，
以实施农村厕所改造为重点，以
扩面提质打造美丽乡村示范带
为牵动，将更多村庄纳入生态文
明村连线成片整治范围，全面实
现环境整洁村“三个全覆盖”，确
保完成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各项任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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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广华 高雯
姬生辉

乡村美丽了，旅游搞
起来了，在外打工的能人
们陆续回村开起农家乐，
腰包也跟着鼓起来了。村
美、路美不是美丽乡村建
设的根本目的，让百姓安
居乐业，并且让他们的腰
包鼓起来，这才是美丽乡
村的建设的最终落脚点。
如果在美丽乡村建设中
在保留一些文化特色，那
这些特色乡村的生命力
会更加旺盛。

邹城市石墙镇党委书记
张亮认为，美丽乡村建设不是
大拆大建，要结合村庄实际。

以上九古村开发为例，在
美丽乡村建设之前，这里几乎
处于了一种荒废的状态，多数
村民已经搬离，只有20多户以
老年人为主的原始居民居住
着。尽管村里拥有明清时期以

来的石墙古民居建筑群，但这
一资源也几乎是摆设，没有发
挥应有的作用。

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规
划时，我们把它定义为保护和
修复原始古村落，打算打造古
村旅游品牌。由于镇政府没有
资金基础，于是我们借助社会
资金实施这一计划。

我们引入四川金盆地集
团，由他们实施保护和修复的
主体，挖掘村落文化内涵，把
这个原始古村落很好地保护
下来，同时还打造成民俗展
示、文物展览和休闲观光一体
的古村旅游度假区。

泗水县泗张镇党委书记罗
明颖也赞同张亮的观点。他认

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要因地制
宜，不能生搬硬套。泗张镇的乡
村特点鲜明，像王家口村、王家
庄村等村庄，多数依山而建、以
石为基，空气清新、民风淳朴，有
着山清水秀的自然之美。所以泗
张镇依托美丽乡村建设发展乡
村旅游，打造小桥流水桃源人
家，花街石巷民俗和谐新村。

带来实惠，让百姓腰包鼓起来

因地制宜，美丽乡村彰显个性

_美丽乡村何村一角。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美丽乡村梨园村。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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