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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阳县以“千万工程”经验
引领打造和美乡村

文／记者 闫淑娟 图／通讯员 赵嘉 孙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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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必须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

敲、一任接着一任干，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对此，寿阳县委、县政府坚持站在寿阳的土地上想寿

阳农村的事，不超越发展阶段、不随意拔高标准，灵活运

用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有多少能力办多少事，打造出符合

本地实际、具有寿阳特色的“千万工程”样板。

今年以来，该县进一步优化实施方案，统筹项目摆布，目前，总

投资25亿元的110个项目已全部落实，将打造长寿食品、玉米、生

鲜农产3条产业链。整合资金保障，通过上级争资、财政配套、“土高

产”融资、联企共建等 7 条筹资路径，已落实相关资金 2 亿元，财政单列

3000万元奖补资金予以保障，4月底将发放第一笔。协调力量支持，实体化

县级指挥部已开展工作，农林水和文旅4个部门作为牵头单位，一把手主抓“千

万工程”，发改、住建、财政、能源等18个部门专人已进驻重要节点、村组结对共建，

3个县级乡村振兴投资公司分别打包承建乡镇项目，具体建设3个“燃爆村”。

在本轮实践中，寿阳县贯穿共同富裕主题，凡上项目都要有利于村集体增收、农户致富，凡开工

程都要有助于村庄变净、家户变美。决策尊重群众意愿，避免大拆大建，不搞“一刀切”。动员群众

参与，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投身创建。最大限度让利于民，发挥40个村集体工队作用，预计实现就近用工1.1万

人（次），可带动村民人均增收2000元；规划发展文旅康养等产业项目29个，未来可持续带动5000人就业致富。

项目推进过程中，创新考核方式，运用第三方验收、红黑榜评比、百分制排名等手

段，采取随机观摩+媒体曝光+网格监督等形式，紧盯工程建设进度，推动问题整改落

实。强化问效问责，谁干得好看谁、谁干得好奖谁、谁干得好用谁。

阡陌织锦绣，乡村披美颜。随着“三治三建三评”创建行动的持续深入开展，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大美画卷在寿川大地徐徐铺展。

“帐篷支好啦——”4月21日，周末，在寿阳县西洛镇芦家庄村潇河岸边，循着声音瞧去，只见游客周亚萍

和朋友们结伴露营，面朝河水、扎营树林，悠闲自得地享受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的自然风光。

芦家庄村是寿阳县在开展“三治三建三评”创建行动中，高标准打造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之一。

以“千万工程”经验为指引，寿阳县探索实践“三治三建三评”创建行动，开启农业农村

现代化征程。经过一年持续不断的行动，如今，行走在寿川大地，看山，苍翠欲滴；望

水，碧波荡漾；进村，赏心悦目；入院，静雅别致；游景，别有味道。一个个富有

特色的美丽村庄，正以蝶变之姿展现出乡村之美，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过去脏、乱、差，现在绿、亮、洁。”寿阳县西洛

镇芦家庄村村民柳玉棉说，“‘三治三建三评’创建

行动办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里！”

在西洛镇，这已成为普遍现象，不仅村庄面貌

“改头换面”，还集中打造了河套片、北梁片、南粮

片、上湖片等4个片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

寿阳县牢记嘱托，去年，通过总结提炼“千万

工程”的成功经验，将其本土化、具体化，形成了

“三治三建三评”创建行动，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

实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截至2023年

底，共建成“森林乡村”30 个、“文旅乡村”12 个、

“水美乡村”10个，评出人居环境“最佳乡镇”4个、

“最净村庄”50 个、“最美庭院”1000 个，实现了

“点”上打造精品、“线”上串珠成链，绿水青山生态

美成为寿阳的靓丽底色。

在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现场会上，市政协副主席、寿阳县委书记赵

宏钟介绍说，今年寿阳县对“千万工程”

蕴 含 的

理 念 方 法 再

深化、再认识，按

照“全县发动、全员参

与、全境治理，一月一主题、

一月一考评”部署要求，对具有寿

阳特色的“三治三建三评”创建行动进

行再引深、再优化，以乡镇所在地和 500 人

以上行政村为主体，聚焦北、中、南3条乡村振兴

环线，在全面实施村庄清洁行动的基础上，整治出

环境治理村组260个、提档升级村组57个、精品示

范村组8个；在衔接2023年“三建”成果的基础上，

继续建设三类村组28个，其中水美村组6个、森林

村组15个、文旅村组7个；结合过程评价和年

终考核，全县评比表彰“千万工程”模范村

组 10 个、“乡村振兴”优秀个人 100

名、“美好农家”2000 户。目

前，正在按照时间节点

推进中。

南燕竹村正在对照“水美乡村”“文旅乡村”创建标准，展开立面整

治、村庄美化等工作。

龙门河村正在对村内11个古院落、建筑进行修缮、改造，很快这里就将被打造

成以精品民俗为核心，集教育、文化、休闲于一体的旅游乡村。

黑水村依托“山、田、林、文”等多重优势，打造邢俊勤艺术馆与写生基地、“寿”文化品

牌矿泉水厂、“傩”文化情景剧场、中医养生馆、非遗小院……

南燕竹村、龙门河村、黑水村是寿阳县推进百里精品廊带建设打造的三个“燃爆村”。

立足全市走在前、全省作示范目标，3月份，该县已全面启动“百里百日攻坚”行动。百

里精品廊带涉及3个乡镇24个村组、覆盖2.8万人口，利用100天时间打造，是该县今年“千

万工程”的牵引性、标志性支撑。3月初，县委、县政府组团赴我省晋城考察，学习先进经

验，聘请晋城合为集团统一规划、整体设计，对沿线道路全面提升，对17个重要节点

精准改造。立足乡村风貌、文化内涵和产业基础，围绕农旅、农文、农康主题，南

燕竹村、龙门河村、黑水村3个“燃爆村”的设计已完成。

寿阳县在建设一批批“森林乡村”“文旅乡村”“水美乡村”

的过程中，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宗艾

镇下洲村依托古村旅游资源，开发出造酒、酿醋、烧饼和蜂

蜜作坊，带动82户农户就业，人均收入超2万元；西

洛镇段廷村潇河水穿村而过，既种植水稻又扮靓风

景，蹚出乡村振兴新“稻”路；世代守望木瓜河的松塔

镇里思村，生态蓄水勾勒出小桥流水新画卷；景尚乡

景尚村充实历史资料，打造红色旧址八路军抗战纪

念馆，成为红色旅游热点村。

从“点线面”到“全方位”
让农村更美

从“一个强”到“一片强”
促强村富民

从“当下好”到“常态好”
助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