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顶层设计，系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合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统筹城乡

一体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系统谋划，全力
推动。

按照“人口集中、产业集聚、资源集约、效益集显”的原
则，合肥市完成各县（市）域村庄布点规划编制和281个省
级示范村规划编制工作。

市县都设立了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四年来，合肥全市
累计投入资金近40亿元，其中市、县财政资金投入12.34亿元，
整合各类资金27.66亿元。加强土地保障力度，土地增减挂钩
新增指标优先满足农村新社区建设。

为保障美丽乡村工作有序推进，合肥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任美丽乡村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分管领导具体抓工
作推进。建立了市级领导联系和部门帮扶美丽乡村建设
机制。健全和完善美丽乡村建设绩效考核机制，定期召开
现场会、推进会，做好按月工作对账，动态掌握进展情况。

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如何建设美丽乡村？每个乡村的情况不同，因地制

宜，因村制宜，才能打造亮点。
以加强中心村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社会事

业发展和公共服务配套为重点，合肥市先后在五县（市）推
进了248个中心村建设，打造了集中新建、环境整治、产业
支撑、休闲旅游等十大美丽乡村类型，形成了一批山水田
园、旅游观光、农耕体验、传统传承等特色风格的村庄村
落。

此外，为发挥乡镇政府驻地和老集镇集聚优势，重点
推进了肥东县陈集乡、肥西县官亭镇、长丰县双墩罗南、庐
江县汤池镇、巢湖市烔炀镇等39个镇村一体化建设。

以155公里环湖大道为轴线、以沿岸2公里为环带，在
全省率先开展环巢湖300公里美丽乡村示范区建设，着力
把巢湖打造成全省领先、影响全国的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区。2017年推进巢湖市整市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市）。

围绕“六整治两提升”的内容和标准，以县级投入为主
体，以十条美丽乡村示范带为重点，大力开展清洁家园、

“三线三边”专项治理行动，集中整治自然村庄2326个，农
村农民的生产生活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打造生态文明，全域推进环境整治
生态优先，统筹推进农村生态经济、生态人居、生态环

境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治脏、控
源、净水、植绿、整地为工作重点的生态文明建设由此展
开。

以“清洁家园”“三线三边”为抓手，立足“全域合肥”，
以“四治理一提升”为主要内容，全域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四年来，共开展专项检查活动 100 多次，清理垃圾 50 万
吨，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建立“1+6+3+N”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推进机制，以“百
场示范、万户行动”为突破，全面推进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建设“美丽田园”。

建设“水美乡村”，深入实施“五水共治”工程，投入20
多亿元，疏通河道 1072 公里，清淤沟渠 2398 条，改厕 3 万
多户，新建污水处理厂 185 个，在全国首创“河长制”管
理。美丽乡村中心村安全饮水率达100%。

围绕创建“森林合肥”，大力推进绿色乡镇、绿色村庄
创建工作，四年来，全市植树造林120万亩，中心村新增植
树750 万株。全市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7个，省级生态乡
镇42个，省级生态村72个。

提升产业支撑，夯实美丽乡村基础
坚持美丽乡村建设和农业转型升级、农民增收、集体

经济发展等同步推进，提升美丽乡村建设质量内涵，实现
城乡均衡联动发展。

按照建设新村、规划园区、发展产业的思路，大力推
进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着力建设特色农业产业园区，促
进要素集中集群集约经营，实现“产园村”一体化融合发
展。培育市级以上“一村一品”美丽乡村专业村（乡镇）

178 个，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农民合作社 225 个、家庭农
场150 家，有效地带动和促进了农民增收。

推进美丽乡村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开展“百万市民
美丽乡村游”活动，培育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10 条，创建星
级农家乐120多家，打造庐阳桃蹊桃花节、大圩葡萄节、巢
湖牡丹观赏节、长丰草莓节、合肥龙虾节等各类乡村旅游
节庆活动上百项，实现“月月有节会，季季出亮点”。2016
年全市乡村旅游接待量突破2400万人次。

引领文化活动，培育和谐新风尚
合肥不仅注重“物的建设”，更注重“人的建设”，加强

农村群众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中心村路、水、电、气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全市

共硬化示范中心村道路 915 公里，创建农民文化乐园 118
个，实现省级中心村通村达户道路硬化、安全饮水、电气化
改造、农家书屋、标准化卫生室五个全覆盖。

提升中心村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水平，统
筹推进中心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新建具备为民服务
全程代理、科技信息及就业服务、群众议事等便民服务功
能的综合服务中心173个。

开展各类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五美”农户、“五
美”女性评选，全市共创建“五美”家庭 7789 户，获评“五
美”女性 2489 人。积极开展关爱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星
级文明户评选及农民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着力培育文明
和谐新风尚。

突出机制创新，增强美丽乡村活力
坚持县、乡、村、户四级联创，县抓统筹、乡抓实施、村

抓管理、户抓庭院，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形成合力。充分
调动各级政府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农民群
众“自己的家园自己建、自己的家园自己管”。

把项目建设作为关键抓手，做到资金跟着项目走、项
目跟着规划走、规划跟着目标走、目标跟着思路走，以项目
统筹美丽乡村建设。

扎实推进农村土地使用制度、金融服务体系创新，在
肥西县官亭镇新民村成立了全省首家土地股份合作社，在
全省率先出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规划，探索开展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新路径。在新民村建立了全省首个400KW村级
集体光伏电站。

成立强有力的美丽乡村建设领导小组，建立健全美丽
乡村建设“月调度、季督查、半年总结、全年考核”的工作机
制。加强资金管理，实行全程跟踪，确保专款专用、规范使
用。健全后续管理，制定出台重点示范村村庄环境长效管
理意见，坚持即建即管、即整即管，初步建立了日常督查、
专项检查、考核考评的督导机制。强化考核管理，制定考
核验收办法，完善工作举措，促进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提升。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
建设合肥美丽乡村

近年来，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决策部署，合肥市坚持城乡一体协调发展，
围绕美丽乡村“三美三宜”的建设目标和“百村示范、千村整治，镇村同步、四级联
创，点面结合、连片推进”的建设思路，以全域规划、分类指导、重点突破为指导，
以实施六大工程为抓手，推进省级重点中心村建设、全域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示
范区创建。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合肥市规划建设了63个省级美丽乡镇和348个省
市级示范村，打造环巢湖美丽乡村示范区1个，整县（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一
个。其中，211个省级重点示范村通过省里验收，全市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点上
有特色、线上有亮点、面上成规模、整体大提升的初步成效。

▋合肥市美丽办 许剑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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