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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是美好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缺

乏产业，美好乡村建设就会成为“无源之

水”，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突出发展花卉苗木产业。全椒县全

面落实省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大力招引

二三产业、城市资本和龙头企业建设苗木

花卉基地，中外园林、达诺乳业等龙头企

业已在一环线布点，已完成7500亩栽植

任务，其中两侧110米范围内4000亩。

沿线绿化、村庄绿化、农村“四旁”植树和

农田林网按规划实施。

突出发展现代农业。通过政策引导和

项目带动，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适度

经营。今年，环线范围内新增土地流转面

积3.8万亩、总量达11万亩；新增家庭农场

2个，总数达4个；新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10个，总数达35个。大力开展农业招商，

襄河、牧龙山、荒草圩三个现代农业示范区

产业化、规模化逐步扩大，已经形成优质稻

米、高效畜禽、无公害蔬菜和花卉苗木等

千亩以上基地11个。

突出发展乡村旅游业。谋划安排十

大旅游景点、十大旅游休闲设施和十大美

好乡村，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实施农家乐

提升工程，全面提升丰乐、金水湾、神山等

农家乐接待条件，全年新增五星级农家乐

1家、四星级5家、三星级20家；完成一环

线乡村旅游精品旅游专项规划和提升策

划，实施碧云湖、神山寺、卧龙湖等旅游设

施改造，进一步夯实旅游业的发展基础。

突出发展民营经济。全面落实省市关

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等政策措施，积极引导

民工“凤还巢”和当地就业创业。去年以来，

全县新增民营企业256家、总数达1884家,

其中年产值超百万元以上的57家，吸纳农

民就业近4500人，产业集群效应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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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鲜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屋舍俨然、、黄发垂髫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并怡然自乐”。”。这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笔下的世外仙境这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笔下的世外仙境，，展现了人们对幸展现了人们对幸

福田园生活的向往福田园生活的向往。。如今如今，，在全椒县在全椒县，，这样祥和这样祥和、、宁静而又焕发着勃勃生机的真实宁静而又焕发着勃勃生机的真实““世外桃源世外桃源””随处可见随处可见。。

近年来近年来，，全椒县按照全椒县按照““生态宜居村庄美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的要求的要求，，依托生态依托生态、、区位区位、、文化文化、、产业等资源禀赋产业等资源禀赋，，科科

学定位学定位，，谋篇布局谋篇布局，，构建了构建了““24822482””空间布局空间布局，，重点打造重点打造2020个示范村个示范村、、44个精品镇个精品镇、、88条生态走廊和两条环线条生态走廊和两条环线。。去年去年，，首批选择首批选择5555公公

里环线区域和里环线区域和66个示范村个示范村，，全力塑造全力塑造““串珠串珠、、连线连线、、带面带面””的珍珠建设模式的珍珠建设模式，，基本形成基本形成““串珠成线串珠成线、、以线成链以线成链””的美好乡村精彩一环线的美好乡村精彩一环线，，

被誉为被誉为““一部精湛的艺术品一部精湛的艺术品，，一幅优美的山水画一幅优美的山水画，，一幅农村发展的路线图一幅农村发展的路线图”。”。

完善机制保障建设成果
美好乡村建设是系统工程，全椒县注

重在长效化、常态化上探索和实践，建立有

针对性的长效机制。

着力提升投入水平。按照“政府主导、

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原则，在做好财政

专项投入和涉农资金整合的同时，充分运

用市场机制，千方百计把社会资本引向美

好乡村建设。去年以来共投入财政专项资

5000万元，主要用于环线及村庄基础设施

配套、公共服务配套等建设；项目整合资金

8500万元，主要用于土地整治、高标准农

田建设和产业发展。

着力提升造血功能。在实施土地整治

的过程中，新增土地流转费用与农户按比

例分成。同时，清理盘活农村“三资”资产，

提高村集体自我积累能力。

着力提升文明素质。狠抓平安镇、平

安村和平安公路创建工作，民事案件、刑事

案件和交通事故发生率大大降低；建立村

规民约和村民调解机制，倡导社会公德，减

少村民矛盾；开展“五星级文明家庭户”评

比，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明生活方式的

宣传，弘扬社会新风正气；加大困难家庭、

特殊人群等帮扶救济，促进社会和谐共处。

着力提升建管水平。实行县级领导牵

头负责、部门联动帮扶的工作机制，县四大

班子一齐上，32名县级领导和95个县直单

位全部参与，包点联户，指导督促。健全调

度推进机制，县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过问，亲

自抓落实；分管县领导领衔亲自抓，一旬一

调度；相关部门现场指挥协调，解决具体问

题县效能办跟踪督查，效能问责；镇村两级

及时处理矛盾纠纷，保障建设环境。

（文/王敬 胡昊 图/金明 黄武军）

统筹规划突出生态宜居
全椒选择环线区域作为美好乡村

建设示范圈，凸显了“四大优势”：一是

辐射范围广，沿线涉及4个镇、11个行

政村、46个自然村，总面积350平方公

里；二是生态基础好，特别是山湖大道

沿线群山环抱，覆盖着数万顷阔叶、针

叶混交林，四季郁郁葱葱，景色秀美；三

是景点分布多，神山寺、碧云湖、卧龙湖

嵌合其中，是富有魅力的旅游精品带；

四是产业基础好，土地流转、土地整治

规模大，三大农业示范区和三大农庄分

布沿线，具有坚实的产业支撑。

在规划上，全椒实行“知名规划单

位编规划、专家教授领衔定规划、领导

群众参与议规划、公开公示全程评规

划”的做法，先后编制完成了生态绿环

总体规划、中心村建设规划、全县村庄

布点规划、环线旅游规划、环线绿道规

划、农家乐提升规划等。

为扎实推进美好乡村建设，全椒重

点实施“四个三”工程：三个创建就是创

建绿色景观带、黄栗树风情旅游小镇、

环线卫生保洁；三个整治就是整治石沛

街道、枣林街道、草庵街道，整治农田，

整治杆线；三个改造就是改造沿线14

个旧村庄、改造沿线标牌标识、改造旅

游景区；三个提升就是提升6个示范点

（黄栗树、河东、邱塘、郑桥、孙家、卧

龙），提升3家大型农家乐（丰乐、金水

湾、神山），提升3个现代农业示范园

（辉隆、春华、牧龙山）建设标准，着力打

造环线生态旅游带、产业示范区。

通过实施沿线“三化”（净化、绿化、

美化）“四清”（清占道经营、沿线杂草、

生活垃圾、沟塘淤泥）“四增”（增路缘

石、路肩、安保设施、沿路绿化）“一整

治”（高标准农田整治），努力解决居住

环境“脏、乱、差”现象。去年以来，围绕

美好乡村示范点和一环线建设，整治破

旧危房6000平方米，拆除猪圈、露天厕

所等搭建530处，清理池塘沟渠120处，

完成房屋立面改造6.7万平米，完成各类

杆线整治7.8万米，整治邱塘、周湖、华林

标准化农田5万亩，新建污水处理设施6

个，新增绿化面积35万平米。

建设美好乡村重在制度建设、贵在

机制创新。

建设过程中，全椒坚持以人为本，不搞

强迫命令；坚持量力而为，不搞大拆大建；

坚持因地制宜，不搞千篇一律。注重从群

众最急迫、最关心的民生项目着手，统筹谋

划和安排各类建设项目。如黄栗树村根据

群众意见，利用废弃小学改建便民服务中

心，既节约了资金，又满足了服务需要。

各村成立由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

等组成的村民理事会，全程参与重点工程

建设，特别是监督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

承领卫生保洁、矛盾纠纷调处等公益性岗

位，引导村民自我管理、服务和监督。

对村民急需解决的村内集体公益性项

目，该县实行“民众自办、财政补贴、村民自

筹”的资金投入模式，去年财政投入近

1000万元，撬动村民筹资近2000万元；探

索公投民用，对集体共用性小型农村设施

实行“自建、自监、自管、自用”，保障村民“四

项”基本权利，已落实农村公共建设项目8

个，总投资153万元，取得了多赢效果。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促进城乡公共

服务均等化。按照“村收集、镇转运、县

处理”的总体要求，把一环线周边村纳入

城市环卫范围，实现市场化、全天侯保

洁。建设便民服务中心、卫生室、图书

室、文化活动室等公共服务设施，6个试

点村“11+4”公共设施已建成使用，供电、

供水、通信网络等设施同步配套。

尊重民意增强参与度

拓宽渠道发展兴村产业

襄水环清襄水环清

新村一角

庄曹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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