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祁县下申村：

灵石县苏溪村:
平遥古城向南 15 公里处，有一座风

景秀丽的小村庄。它就是被评为“全国文

明村”“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的横坡村。

在横坡村，远道而来的游客，住的是

古窑洞改造的客房、吃的是绿色健康的特

色美食，还可以欣赏田园风光、体验农耕

文化，享受惬意与自在。可谁能想到，这

样一个环境优美、村民生活富足的村庄，

多年前曾是有名的“三难村”，村民吃水

难、用电难、出行难。为了谋生，村民大多

外出务工，大量土地、房屋闲置。

如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横坡村“两委”班子认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断解决好农业农村

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

题，要想改变村里落后的面貌，就要带领

农民“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修桥铺

路、安装路灯、打井铺管道，在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该村党员干部身先士卒，村

党支部书记郭兴峰更是以身作则：“我们

始终坚持‘一个都不能少’的标准，坚决不

允许任何一名党员干部偷懒、懈怠。”横坡

村实施的“绿化、硬化、亮化、净化”工程，

极大地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的生活。

村民要想富，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该村党支部深入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提出发展养殖业，推动成

立峰威养殖专业合作社，由村集体入股100万元、农户每户

最多入股1万元组建。合作社坚持公司化运营，涉及养殖、

种植、汽车运输等行业，收益60%用于农户分红、40%用于村

集体经济积累。“入股合作社，每年都有分红，收入增加了，生

活越来越有奔头。”村民于明亮乐呵呵地说。截至 2023 年

底，合作社已吸收农户364户，资产达1658.2万元，累计分红

1265万元。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最终目的是让百姓过上好

日子。横坡村引入平遥县龙头企业平遥煤化集团投资后，

企业以资金和管理入股，村集体和村民以资源入股，联合组

建峰硕合作社，实施生态庄园开发项目，形成“龙头企业+

集体+农户”的发展模式。目前，横坡村已打造林果采摘体

验区、黄土风情生态景观区、军事拓展体验区、传统国学文

化体验区、水上项目体验区、古村窑洞文化体验区、民俗风

情体验区、现代农业农耕文化体验区等10个功能区的生态

庄园。该生态庄园集田园观光、农耕采摘、亲子研学、住宿

餐饮、特产销售于一体，自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

20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4000 万元。旅游业的发展

为村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以前我在外打工，辛苦一年

也赚不了多少钱。如今，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挣得比

在外打工多，还能照顾好家里。”村民耿香娥说，现在真是

过上了好日子。

如今的横坡村充满活力与生机，成了人人羡慕的富裕

村、文明村，幸福和美好萦绕在这处家园的每一寸土壤里。

（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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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版

夏日，骄阳似火，酷热难耐，但

在祁县昭馀镇下申村，却有丝丝清

凉让人神清气爽。漫步于此，热火

朝天的建设场景与村民们幸福满足

的笑容相互映衬，仿佛置身于美丽

生动的田园画卷之中。

锚定发展新思路，下申村持续

强化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

用，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纵深推进“百乡千村”治理行动，紧

紧抓住“精品示范村”建设的契机，

以村庄整治和建设为突破口，通过

“三强聚力”强村、“三提结合”润村，

坚持“三共同驱”兴村、“三治并举”

治村、“三产融合”富村，成功走出一

条独具特色的“五个三”模式的乡村

振兴之路。正因如此，该村先后荣

获“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等荣誉称号。

行走在下申村，道路两旁绿树

成荫，广场上孩子们尽情嬉戏，文化

墙上清廉彩绘传递着满满正能量，

工厂里机器轰鸣，彰显着勤劳奋进

的精神风貌。

下申村旧貌换新颜，原来可不

是这样。“去年我们村的饮水工程改

造完成，道路泥泞不堪，一脚下去全

是泥。”村民们提起过去泥泞不堪的

路直摇头。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改

善人居环境是首要工作。对此，下

申村“两委”决定从修路开始，于今

年 5 月正式打响道路改造攻坚战。

机器轰鸣，工人们挥汗如雨。施工

过程中，村“两委”紧盯进度，及时解

决问题。短短10天，村里主干道焕

然一新，平坦的沥青路呈现在居民

眼前。“路修好了，干啥都方便，心里

头敞亮！”如今，村民们脸上满是喜

悦，对未来充满期待。

下申村村民过去做饭主要靠烧

煤，一直盼着能通上天然气。下申

村“两委”多方协调、四处奔走，在各

级各部门的帮助下，村民们终于用

上了天然气。村民张大爷高兴地

说：“现在做饭即方便又干净，省事

多啦。这是为大家办了件大实事！”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

力推进环境整治，下申村通过“提

质、提档、提优”举措，提升乡村治理

和建设水平。目前，下申村实现了

“四通一改”，即农村道路户户通、天

然气户户通、自来水户户通、污水收

集户户通、改厕户户改。村里还争

取到专项资金，规划建设了高标准

篮球场，丰富村民们生活。

村民逯大爷激动地说：“今年收

入比去年多了，这日子真是越过越

幸福。”2019年，村里成立下申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参股合办企业，为村

集体增收。2022 年，投资 150 万元

筹建下申村众信纸箱包装有限公

司，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40 余万元。

同时，下申村积极推动玻璃专业镇

建设，未来玻璃产业园将继续升级

智能化玻璃生产线，建设电商物流

平台，补齐销售物流短板，支持村内

玻璃企业融合发展。2023年，下申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200 余万元，村

民人均收入超3万元。

青山绿水之间，下申村村民笑

逐颜开，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正在

徐徐展开。下申村用实实在在的行

动证明，乡村全面振兴的梦想正一

步步成为现实。 （马永红）

智慧染乡野智慧染乡野 新梦绘田园新梦绘田园
——我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百乡千村”治理行动巡礼（二）

有一种幸福叫——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

来到和顺县松烟镇许村，这种幸福感

油然而生。

眼下正值酷暑时节，这个太行山深处

的小山村山清水秀、清凉舒适、古朴自然、

美丽宜居，更为难得的是，历史、文化和艺

术氛围相互交融，散发出别样的和美。今

年，和顺县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

施“六美四宜、城乡共建”行动中，将其列为

5个精品示范村之一重点打造，这个传统古

村落迎来新机遇。

如果说，悠久的历史底蕴和美丽的自

然风光是许村的“里子”，那么，艺术便是许

村的“面子”。2011年，油画和抽象派艺术

家渠岩受邀来到许村考察，被这个美丽的

小山村吸引，许村的艺术乡建自此开始，历

经十余年。随着“中国·和顺许村国际艺术

节”的持续举办，打开了这个古村落与世界

交流、与文化链接的窗口，“国际艺术公社”

成为许村最靓丽的文化名片。

“我们今年的‘新’动作很多，建设力度

很大。”一见面，许村党支部书记路志鹏就

打开了话匣子。

顺着他的指引，记者连续参观了几个

院落。

第一个院落，叫许村里1号，原是村内

闲置空房，由有情怀、有实力的本村返乡创

业青年于宗鑫投资，将其改造成高标准民

宿，配套打造房车营地。

跨进曾经的“人民公社”、现在的“公社

人家”大门，记者立刻被眼前的景色“治愈”

了。只见一幢幢红砖瓦房整齐排列，干净

整洁的青石路两侧，栽着郁郁葱葱的景观

树，几盆开得正艳的鲜花点缀其间，燕子在

树梢叽叽喳喳，好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在“公社人家”对面，转个弯，来到原许

村中学旧址院内。曾经的教室、宿舍，如今

被改造成各种规格的民宿，静候远方研学

客人的到来。

路志鹏告诉记者，这几个闲置院子被

盘活，分别搞起民宿、电商直播间、咖啡馆

和写生基地等产业。

许村是市委办帮扶点。市委办在许

村开展驻村帮扶以来，结合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指导村委会在人居环境整

治、富农产业上精准发力、久久为功。通

过“垃圾革命、污水革命、厕所革命”，生活

垃圾实现“日清理”无堆积、生活污水无害

化处理实现市场化、村民卫生厕所改造实

现全覆盖。

今年，许村聘请专业机构编制村庄建

设规划，积极探索村集体发展路径，通过实

施“拓展研学元素、燃爆网红打卡、丰富采

摘经济、迭代特色民宿、办好国际艺术节”

五大行动，吸引能人于宗鑫、安莹等回乡创

业发展经济，现已发展农家乐、民宿、太行

人家共计35家，烧烤休闲基地1处，进一步

增加村集体收入，丰富和顺“东部文旅康养

示范区”旅游康养元素。

在驻村工作队的指导帮助下，村“两

委”班子创新推出“帮扶积分制”，帮扶积分

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在

村规民约落实、人居环境整治、文明创建、

社会综治等方面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

外，该村积极创建“一堡垒五中心”示范村，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立“一约四会”，

开展“十个一”活动，打造核心价值观主题

文化阵地，引领乡风文明新风尚，为乡村振

兴提供精神动力。

这个夏季，相约许村，避暑、赏景、采摘！

（闫淑娟）

走进灵石县静升镇苏溪村，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宽敞笔直的柏油路，如同一

条条绸带，引领着访客深入探索。道路

两旁，绿植葱郁、生机勃勃，与错落有致

的农舍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和谐美好的

田园风光图。

来到村民李桂香的农家小院，宽敞、

明亮、温馨。“我们村的环境越来越好，把

家里好好收拾一番，住着很舒心，一点都

不比城里差。”说到村里的变化，李桂香眼

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美丽乡村，美在颜值，更美在气质。

灵石县静升镇苏溪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耿振芳介绍，该村以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为引领，聚焦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借势“五域综合治理”“垃圾不落地”

等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对整村生活垃圾实行上门收集、建筑

垃圾电话预约由承包人员统一收集并运

往村级规划处置点；同时，结合“花园乡

镇”创建，在重点路段摆放花箱、种植绿

篱、月季花等补植绿化，新增绿化面积

1470 平方米，种植花冠苗木 300 株，分别

将废弃树木和废旧轮胎扎成篱笆和景观，

变废为宝的同时，创意打造苏溪式“花园

乡村”。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学习很重

要，更要注重落到实处。苏溪村地理位置

优越，既紧邻王家大院，又离县城较近，还

拥有资寿寺文化旅游资源。耿振芳介绍，

随着全市“百乡千村”治理行动的纵深推

进，苏溪村在上级部门的帮扶指导下，充

分发挥区位优势，发展“文旅+”餐饮、民

宿、康养新业态，让村民吃上“旅游”饭。

同时，积极打造“百姓餐园”夜市项目，进一

步丰富苏溪村的夜间经济。今年4月，该

村更是在村集体闲置的土地上实施“家有

一分田、分块化领养”项目，通过共享出租

的经营模式，开启农旅融合发展新模式。

“我年纪大了，不能外出打工，村里搞

的‘家有一分田、分块化领养’项目很好，

我帮几户‘租户’管理他们的菜园，在家门

口干起了老本行。每天出来干点农活，不

仅锻炼身体、增加收入，心情还很好。”年

逾七旬的村民吴世华高兴地说。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为了让乡村展现出“百姓富”“生活美”“民

风淳”的美好景象，苏溪村除发展产业增

进民生福祉外，还多措并举，通过转变工

作作风、实行群众事群众议、制定新的村

规民约等多种途径，让文明乡风吹遍村野

每一个角落。

“‘槐树下议事’，成为我们村民主协

商的一张亮丽名片。在这里，村民和村干

部们围坐在一起，畅所欲言，共同商议村

庄的未来与发展；在这里，我们村民们的

声音得到了尊重。”经常参加议事的村民

赵双柱坦诚地说，“现在，我们村正以前所

未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向着更加美好的

明天迈进。” （张凯鹏）

本版策划：记者 路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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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打底凉为被 艺术赋能引客来

村美民富产业旺 幸福生活展新颜

路通气畅民心悦 振兴之路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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