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光社 尹彤

曲廊亭榭，垂柳依依，绿树青山，风轻云
淡。初秋时节，行走在曲阜市石门山镇大牛山
脚下的梨园村，静静地感受“小桥流水人家”
的惬意。伴随着凉爽的秋风，美丽的梨园村给
人一种不经意间踏入世外桃源的感觉。

昔日的梨园村空有一个好名字。570多口人
的村落，山岭土少地薄，粪堆、污水把这个村
子弄得乱七八糟。2014年以来，梨园村对村内
房屋进行了仿古改造、道路硬化、路边绿化、
晚间亮化、污水净化，穿村而过的小溪河重现
碧水荡漾。再加上老井、石碾、红灯、板车点
缀其间，梨园村终于找回了昔日的美丽和乡
愁。

从2012年开始，济宁市按照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着眼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坚持政
府主导、群众参与、落实标准、突出特色、分
类推进，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市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累
计达到9 . 6亿元，带动全市累计投入建设资金76
亿元。

济宁广大农村像梨园村一样环境面貌焕然
一新，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今年1月，济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被授予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5月13日，全国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暨山东省城乡环卫一体化验
收现场会议在济宁召开。

分类推进 因村制宜

济宁市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了美丽乡村建
设标准，坚持分类推进，因村制宜，以美丽乡
村建设推动新农村建设取得新进展。

坚持分类推进，整体提升。济宁市根据农
村基础条件千差万别的实际，由低到高确定了
环境整洁村、生态宜居村、美丽乡村三个层级
的建设标准：环境整洁村重点实施“三个全覆
盖”，即“户户通”全覆盖、“村村净”全覆
盖、“街街亮”全覆盖；生态宜居村重点实施
“四个一”工程，在完成环境整洁村建设任务
的基础上，实施一村翠绿、一塘清水、一处广
场、一院洁净，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美

丽乡村在前两个层级建设标准基础上，按照出
亮点、出经验、可学习、可复制的要求，实施
规划编制、产业发展、村庄标识、改厨改厕、
污水处理、立面整治等14项重点任务，带动全
市美丽乡村建设水平整体提升。

注重因村制宜，突出特色。在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过程中，济宁根据郊区、平原、山区、
湖区不同类型村庄的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因
村制宜，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搞一刀
切。注重发掘保护农村历史文化、风俗风貌特
色，保持农村原有生态功能，坚持“少伐树、
慎拆房、不填塘”。在对村庄进行规划设计
时，注重保留老树、家庙、水井、旧房等，将
这些村庄记忆融入到规划设计中去，建成村庄
景观。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深入，保留乡
村记忆越多的村庄，越能吸引更多游人休闲旅
游、追寻乡愁，打造出一大批极具历史文化特
色的美丽乡村。今年年初，为深入推进具有济
宁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济宁市根据全市现有
美丽乡村不同的自然环境、文化特质和发展基
础，规划建设了山区景观、丘陵风貌、滨湖水
乡、平原风光、滨河生态5条美丽乡村示范带，
为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规模化、纵深化发展拉
开了框架。

坚持倡树新风，以文化人。济宁还坚持人
和环境一起抓，大力提升农村文明程度，注重
建设“人的新农村”。深化家庭文明建设工
作，深入开展文明示范户创建活动，今年县乡
两级新创建文明示范户7 . 2万户。大力实施“清
洁庭院”建设，以创建“巾帼文明示范街”和
“文明卫生示范户”为载体，进一步落实“门
前三包”和“门内五净”责任制，农户家中生
活环境持续改善，目前美丽乡村“清洁庭院”
达标率达到60%，生态宜居村“清洁庭院”达标
率达到50%。深入开展以“新农村新生活”为主
题的大教育大劝导活动，通过“乡村儒学讲
堂”、村规民约、评选文明示范户、设立善行
义举榜等多种方式，教育引导农民群众养成健
康文明生活方式和良好道德风尚。

整合资源 齐抓共管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重、要求高、难度
大。济宁市高度重视，实施领导包保，整合资
源，齐抓共管，共下美丽乡村建设一盘棋。

坚持领导包保，群众参与。济宁坚持市主
导、县组织、镇主抓、村实施的原则，把美丽
乡村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市县党政主要

领导每人联系一个示范片区或一个示范村，把
美丽乡村建设纳入“第一书记”和包村干部的
工作职责，作为驻村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同
时组织引导农民群众积极参与规划制订、工程
设计、项目建设与质量监督。

整合各方力量，加大投入。济宁充分加大
公共财政引领作用，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整合
各部门涉农资金，集中投入，注重采取社会捐
助、企业赞助、金融协助、农民自助等方式多
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到目前市级财政安排专项
资金累计达9 . 6亿元，引导带动全市累计投入建
设资金76亿元。

协调部门资源，齐抓共管。组织全市各部
门力量参与美丽乡村建设，住建部门抓改厕和
城乡环卫一体化，水利部门抓坑塘整治，交通
部门抓道路硬化，林业部门抓村庄绿化，文化
部门抓文化广场建设，旅游部门抓乡村旅游，
妇联组织抓清洁庭院等，保证了各项建设任务
的顺利落实。

强化督导检查，严格考核。采取每周一调
度、每月一通报、每季度一观摩等方式，加强
督导推动，把督导检查情况与奖补资金挂钩，
将美丽乡村建设纳入全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
进行明察暗访、打分评议，在新闻媒体上公布

排名，推动各县市区形成各具特色、竞相发展
的生动局面。

扎实推进 成效显著

经过连续5年的努力，济宁美丽乡村和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目前，全
市共打造市级美丽乡村示范片区17个，县级美
丽乡村示范片区14个，生态宜居村占比达到
40%，除规划拆迁、撤村并点、压煤搬迁的三类
村庄外，环境整洁村实现了全覆盖。

农村硬化道路持续优化。济宁全市农村道
路硬化里程由2012年初的1 . 26万公里发展到3 . 48
万公里，“村村通”“村内通”任务全面完
成，今年将实现“户户通”全覆盖，彻底改善
农村行路难的状况。

城乡环卫一体化机制健全。济宁积极构建
农村生活垃圾“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
运行机制，农村环卫保洁作业全部实现市场化
运作，市财政按照农村人口“每人每月一元
钱”的标准对农村环卫保洁长期进行补贴，145
个涉农镇街建成垃圾转运站183处，设置垃圾桶
36万个，配备保洁员1 . 73万人。

农村生态文明同步提升。济宁新建改建农
村文化广场4242处；按照“一处坑塘就是一处
景观”的思路，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
生态景观，整治各类坑塘3919处；开展“清洁
庭院”创建行动，全市美丽乡村“清洁庭院”
达标率达到60%，生态宜居村“清洁庭院”达标
率达到50%；健全农村亮化运转维护机制，农村
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亮化率实现全覆盖。

农村厕所改造顺利推进。济宁把改厕作为
今年美丽乡村建设的工作重点，积极筹措改厕
资金，强化施工技术指导，严格措施督导推
进。截至目前，共改造农厕16 . 2万户，已完成
省定20万户任务的81%。

乡村旅游村大批涌现。济宁把美丽乡村建
设与乡村旅游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建成乡村旅
游景区、休闲农场、采摘园等各类乡村旅游景
点1500余处，发展提供住宿、餐饮等接待服务
的农家乐2500家，从业人员达15万人，建成了
邹城上九山、泗水王家口、曲阜葫芦套、梁山
贾堌堆、嘉祥岳楼、微山下辛庄等一大批乡村
旅游景点。

细化标准 分类推进 因村制宜

济宁：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兖州区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融入乡村旅游理
念，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以乡村
景点为主题的乡村旅游正蓄力突破。

在新驿镇高二村村委大院附近，有一处普通的北
方民居，黄泥墙、茅草棚、四方庭院，步入院落，浓
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屋内摆放着陈年家具：老式
八仙桌、太师椅、老式衣柜、床，还有陈旧的农具，
一下把我们带回30年前的农村。

这是高二村为了留住乡愁、留住农村记忆，而建
设的一处民俗馆。这处民俗馆成了城里人旅游观光的景
点。据高二村的负责人介绍，每到周六、周日，城里人
或三五成群、或携家带口，驱车前来参观。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兖州区坚持因村制宜，
把乡村旅游的理念融入其中，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乡
村特色，又挖掘村庄历史文化，凸显平原村庄特色，
体现一村一品风貌。各镇街、村庄围绕乡村旅游产

业，打造各自的特色与品牌，陆续开发了田园农业
游、古镇老村游、观光林业游、农村民俗游、休闲采
摘游等乡村旅游项目。有的村还将无公害蔬菜、粗粮
等作物做成农产品或旅游产品，供游人选择购买。

依托美丽乡村片区和乡村景点，一批农家乐、生
态农庄、农家饭庄应运而生。苏户村依托苏祠、苏湖
建起了苏园农家饭庄，梁家村依托月亮湖景点也建起
了农家乐。小鸡炖蘑菇、豆腐卷、时令野菜、无公害
蔬菜、小野味、地道杂粮煎饼都成了游客口中的美
食。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废弃坑塘改造是一项重
要内容。兖州区加强对农村废弃坑塘的改造，有的变
成了渔塘，有的变成了供人观赏的水面，有的变成了
莲藕池。每到周末，这些坑塘便成为休闲垂钓的好去
处。

（张树锋 周庆来）

近年来，曲阜市以“村村美、路路净、户户洁、
家家和”为总目标，以文化国际慢城建设为核心，以
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化为抓手，大力开展“五化四美”
乡村建设(五化：硬化、净化、亮化、绿化、美化；四
美：村庄布局协调美、村容整洁生态美、村强民富生
活美、村居文明风尚美)，努力把圣地乡村建设成为产
业生态、环境优美、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幸福家
园。

按照“片区全域景区化”的标准，曲阜统筹推进
12个镇街美丽乡村示范片区建设，先后创建了吴村、
尼山、石门山3个济宁市级美丽乡村示范片区和1个陵
城县级美丽乡村示范片区，培植了8个镇级美丽乡村
示范片区，打造了石门山、吴村、尼山和防山东部
“美丽乡村山区景观示范带”，息陬、小雪、陵城、
时庄和姚村、王庄、书院、鲁城两条“美丽乡村平原
风光示范带”。全市12个镇街中已有9个成为国家级生
态乡镇，形成了国家级生态乡镇群。曲阜市2015年美
丽乡村建设工作综合考核成绩位列济宁市各县市区第

一名。
曲阜市立足孔子故里与儒家文化发源地的城市定

位，按照“慢是根、儒是魂”的核心要求，将吴村
镇、石门山镇两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片区与文化国际
慢城建设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全力打造“文化国际
慢城+美丽乡村”复合型美丽乡村建设新模式。

曲阜市还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巧妙融入美丽乡村
建设，大力推进“法德”一体化实践，做好传统文化与
社会治理结合文章，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礼之用，和
为贵”等思想精髓，全覆盖建立孔子学堂、“和为贵”
调解室等，通过悬挂传统儒家学说标语，营造“以礼相
让，以理服人，以德教人，德法融合”的和谐氛围，使
美丽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文明携手前行。

曲阜市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累计投资3700万
元，深化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工程，构建起“户入
桶、村收集、镇中转、市运输”的农村生活垃圾环保
处理模式，全市农村生活垃圾环保处理率达到90%以
上。 （宋海峰）

兖州区：推进美丽乡村与乡村游融合发展

曲阜市：让群众乐享美丽乡村魅力

新建改建农村文化广场4242处硬化绿化亮化净化美化带来宜居环境

何村坑塘换新颜
□魏芳 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让周庄重现山水灵动
□张博 报道

美丽乡村改善农民生活环境 □陈波 报道

不出村庄就上现代化幼儿园 □何维新 报道

农村垃圾集中清运处理

水泉庄成梦里水乡

近年来，邹城市坚持以省级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示
范县创建为引领，突出镇区、园区、景区、林区“四
区”融合，环境整洁村、生态宜居村、美丽乡村“三
村”同建，形成“点上出彩、沿线成景、面上美丽、
群众满意”的美丽乡村建设格局。目前，建成济宁市
级示范片区3处、县级示范片区5处，生态宜居村220
个、美丽乡村100个，被评为2015年度中国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县。

邹城坚持高点定位、集中突破，每年拿出2亿元
专项资金，大力实施村庄硬化、亮化、绿化、净化、
美化、乡土文化“六化”提升工程，实现“户户通”
“街街亮”“家家净”“村村洁”，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工作先进经验被全国推广。举办孟子书场、孟子乡
音、邹鲁礼乐千场惠民演出，开展“美丽庭院”“十
大孝星”创建评选、“三新四美”培训等各类活动，
倡树乡村文明新风尚，群众满意度测评得分和位次连
续4年实现“双提升”。

邹城市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每年集中推进
3—5处重点片区，每个镇至少建设1处以上示范片区。
突出生态田园、人文景观，建设打造“子莫故里”
“蓝陵人家”“夜月溪湖”等一批具有乡土特色的美
丽乡村，规划建成4条美丽乡村示范带。因地制宜建
设山水风光型、生态田园型、古村落保护型、休闲旅
游型等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上九山村、越峰村入选
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柳下邑村、石鼓墩村入选
省级传统村落，上磨石岭村等5个村庄入选省级宜居
村庄。

邹城还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加快
建设香城、城前、中心店、石墙4处现代农业示范
区，退耕还果还林规模达到35万亩，建成邹鲁生态
园、绿鑫春等一批标准化生产基地。坚定不移实施
“山区景区化”战略，成功创建4A级景区2处、3A级
景区10处，省级旅游强乡镇、特色村29个，打响“邹
东深呼吸”旅游品牌。 （张长青 吕光社）

邹城市：美丽乡村释放美丽效应

小山村成世外桃源
□马向军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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