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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 30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

播出《山水间的家》（西峡白庙篇），全景式展示西峡

县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乡村振兴壮美新画卷。2024 年 2 月 21 日，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记住乡愁》栏目播

出《丁河镇——伏牛山中有瑰宝》，展现西峡县丁河

镇打造“菌、果、药”循环的生态产业链，推动经济发

展的生动实践。

作为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为何能

得到央视青睐，频频出镜？这与西峡县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有着密切

的联系。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走进西峡县回车

镇陡沟村刘庄组，绘在石头上的松鼠、孔雀、熊猫栩栩如生，原来在

村里最不起眼的石头，经过布局排列、精心设计，变成了村里最美的

风景。

回车镇陡沟村临近鹳河，有着丰富的石头资源，两年前，村“两

委”决定立足这一优势，在刘庄组打造石头特色村。群众纷纷参与

其中，铺设石头路，打造微景点，建起小游园，用鹅卵石扮靓乡村新

生活，“石韵”刘庄闻名遐迩。该村还按照“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在刘庄组建成奇石展厅 1 处，与西峡奇石协会、淅川石材加工厂

合作，推销石桌、石凳以及当地群众收集的各类奇石，由石头业主、

村集体和代卖群众按照 7∶2∶1的比例分成，真正实现了点石成金。

陡沟村的变化只是西峡县注重规划先行、因地制宜的一个缩影。

西峡县聚焦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产业特色，在通盘考虑土

地利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修复等因素的基础上，制

定《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年规划，按

照“多规合一”要求，坚持“一村一策”“一村一景”，推动 120多个行政

村根据村庄类别、功能定位、发展方向优化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

因地制宜推进乡村产业，变“千村一面”为“一村一景”。

春意融融，西峡县丁河镇金来菌业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堆满了

木屑、麸皮等香菇菌棒的生产原料，铲车忙碌地往搅拌机里送料，一

台台装袋机飞速运转，十多名工人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装袋和封装

作业，一袋袋菌棒堆放得整整齐齐，到处一派火热的生产场面。

规划建设香菇、猕猴桃、中药材三个百公里长廊，是西峡县因地

制宜，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体现。西峡县按照“稳菌、固果、壮药”发

展思路，以绿色化、产业化、品牌化为方向，构建现代化大产业。持

续培育沿鹳河百公里香菇长廊、沿 312 国道百公里猕猴桃长廊、沿

208 国道百公里山茱萸长廊和旅游画廊。全县香菇稳定在 3 亿袋左

右，成为全国最大香菇出口基地县；建成早中晚不同时期成熟、红黄

绿品种搭配的猕猴桃产业格局，规模和效益均居全国县级前列，西

峡猕猴桃入选 2023年全国 100个“土特产”推介名录；中药材主打品

种山茱萸 22 万亩，年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建成全国最大山茱萸生

产基地县。“菌果药”三大特色产业覆盖全县 7 万户近 30 万人，年综

合效益 300 亿元。建成猕猴桃、食用菌、中药材等专业村 260 多个，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1500 多家，形成 7 个专业市场，5 个乡镇创成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

西峡县以特色农业为依托，坚持做大产业融合文章。建成乡村

振兴产业园 16 个，大力发展农业观光、农游采摘、民俗体验等新业

态，打造木寨猕猴桃小镇等乡村旅游示范村 21 个，中国乡村旅游模

范村 2 个，创成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A 级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 4
个。一大批山区农民吃上“旅游饭”。西峡县被评为河南省乡村旅

游示范县，跻身“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行列，2023年，全年累计接待

游客 1061万人次，综合效益 58.9亿元。

因地制宜
勾勒乡村“诗意画卷”

初春的清晨，薄雾笼罩下的桑坪镇石

灰岭村炊烟袅袅，房前的小公园里水声潺

潺，村民在这里散步、晨练，一幅祥和安宁

的画面。

石灰岭村是西峡县桑坪镇的一个村

庄，因盛产石灰而得名。曾经，村里乌烟

瘴气，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石灰味，运输

车辆来回穿梭，村内道路不堪重负，破损

严重。如今，石灰岭早已不生产石灰，取

而 代 之 的 是 道 路 宽 敞 整 洁 ，住 房 干 净 漂

亮，游园鲜花盛开，村子绿树掩映，再也找

不到当年的影子。

石灰岭村的蝶变得益于西峡县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的持续推进。近年来，西峡

县扎实推进乡村建设，不断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分别成立人居环境整治、农村

厕所革命、“千村万塘”整治等工作领导小

组，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成立

工 作 专 班 ，从 相 关 部 门 抽 调 人 员 集 中 办

公，层层落实责任。完善充实乡村建设管

理 机 构 和 人 员 ，加 强 乡 村 保 洁 员 队 伍 建

设，探索整合乡村绿化管护、道路养护、河

道管护、坑塘管护、环保监督等职责，实行

“多员合一”。

推动“垃圾革命”，实行“特许经营+政

府购买服务”的保洁模式，先后投资建成

首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宝能生物质热电

联产项目、垃圾分拣处理中心。以县、乡、

村、组四级网格为构架，健全“户分类—户

投放—保洁员再分拣—村收集—乡镇转

运—县处理”垃圾收运处置一体化机制，

实现环卫设施标准化、垃圾收处市场化、

垃 圾 运 输 减 量 化、垃 圾 处 理 资 源 化 。 同

时，加快推进“厕所革命”，探索双瓮、三

瓮、三格化粪池等六种形式，改造户厕 5.8
万户，改厕率 99.1%。加强乡村风貌引导，

把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与文明村镇、森林城

市、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县 等 创 建 结 合 起

来，成功创建全国美丽宜居村庄东坪村、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简村、全国特色小镇太

平镇、全国美丽宜居示范镇二郎坪镇等一

批示范村镇。

生态保护 打造乡村“诗意环境”

“以前道路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雨

天两脚泥，出门很不方便。如今道路修得

平整开阔，铺上了沥青，家门口还有小广

场、小游园，这好日子越过越舒心、越滋

润！”看着眼前宽敞的道路，西峡县石界河

镇冬青树村村民宋根仓赞不绝口。

乡 村 振 兴 ，交 通 先 行 。 农 村 公 路 ，

是 关 乎 百 姓 幸 福 生 活 的“ 大 民 生 ”。 西

峡 县 坚 持 把“ 四 好 农 村 路 ”建 设 作 为 繁

荣 县 域 经 济、推 动 乡 村 振 兴 的 基 础 工 程

来抓，让高质量发展的“四好农村路”为

乡 村 振 兴 插 上 腾 飞 的 翅 膀 。 2019 年 以

来 ，西 峡 累 计 规 划 建 设 农 村 公 路 780 公

里 ，工 程 质 量 合 格 率 100%，农 村 公 路 列

养 率 100% ，建 成 特 色 产 业 路 12 条 180
公 里 、特 色 旅 游 路 6 条 120 公 里 ，80%的

乡 镇 实 现 15 分 钟 上 高 速 ，四 通 八 达 的

交 通 路 网 格 局 已 成 为 西 峡 特 色 农 业 发

展的有力支撑。

西峡县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

公共服务短板，通过建设 106 个微动力循

环、74座生态湿地等四种模式，推动 1.2万

户农户直连乡镇污水管网和小型生态湿

地。建成乡镇污水处理厂 15个，铺设污水

管网 198 公里。开展“千村万塘”整治和

“四水同治”。构建起“来水能引、降水能

蓄、旱涝能调”的农村水网格局，将坑塘堰

坝整治纳入菌、药、果三大特色产业发展，

保障产业用水，实现水清岸绿、林果飘香

的良好效果，走出一条“小坑塘服务大产

业 ，小 生 态 助 推 大 发 展 ”的 山 区 特 色 之

路。现已整治坑塘 500 余座。同时推动

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统筹建设，物

流、快递、电商延伸至全县所有行政村。

在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上，16 个乡镇卫生

院建成“中医馆”并投入使用，其中 5 家乡

镇 卫 生 院 被 评 为 省 级“ 示 范 中 医 馆 ”。

80%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药饮片或理

疗等中医特色服务。丁河镇和米坪镇卫

生 院 成 功 开 展 脑 卒 中、心 肌 梗 死 溶 栓 技

术 ，实 现 了 基 层 医 疗 机 构 重 症 救 治 能 力

的突破。

民生保障 缔造乡村“诗意生活”

绿水青山颂党恩，乡村振兴润民心。

走进西峡县五里桥镇稻田村的帐篷部落

露营基地，一座座帐篷星罗棋布，青山绿

水，鸟语花香，到处充满诗情画意，可垂

钓、可野餐、可娱乐、可休养，吸引着县城

市民蜂拥而至。

稻田村因生产“九月寒”水稻而

得名，20 多年前就享誉周边。近些

年，随着群众外出务工，大面积稻田

无人耕种，稻田村也变得有名无实。

村党支部书记陈万伟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在他的建议和主导下，稻田村

成立了稻源实业有限公司，采取“支

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从群众手中流转 100 多亩田地，交由

懂技术、有经验、会管理的种植大户

打理，扛起了重振稻田雄风的大旗。

同时，稻田村还结合山多地少的

实际，反复讨论研判后，开发建设了

帐篷部落露营基地，不仅增加了村集

体收入，而且成了网红“打卡地”，为

该村经济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

强，关键看‘头羊’。作为村党支部书记，

我很清楚自己肩上的担子，每天满脑子都

是发展，每次开支部大会，我们都会讨论

村里的发展出路。”稻田村党支部书记陈

万伟说。

西峡县聚焦“谋”字抓规划、“美”字建

乡村、“和”字强治理、“保”字破难题，创新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把“五星”

支部创建作为乡村振兴的总抓手和动力

源 ，充 分 发 挥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战 斗 堡 垒 作

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群众的主体作

用，凝心聚力建设和美乡村。一方面，深

化村支部书记职业化管理，开展“村支部

书记大比武”活动，将创星成效与村“两

委”干部评先评优、绩效奖惩挂钩，全面激

发基层党组织创建内生动力。2023 年创

建“五星”支部 9个，“四星”支部 46个，“三

星”支部 109 个，“三星”以上占比达 55%，

全县呈现出“繁星满天”的蓬勃创建局面。

另一方面，探索建立“警司访+”矛盾

纠纷协调化解机制，整合综治、警务、司法

等多种功能，推进社会综合治理，合力建

设平安乡村。同时抓实党建引领全科网

格化治理。建立镇、村、组三级网格管理

体系，整合全县“五大员”，全力做好护林

防火、秸秆禁烧、村庄保洁、河道保洁、污

染防治等工作，推动农村共治共建共享，

形 成 纵 向 到 底 横 向 到 边 的 基 层 治 理 局

面。目前全县划分五级网格 17647 个，配

备专兼职网格员 4688名，90%的基层矛盾

实现就地化解。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拿出务实管用的政策举措、

顺畅高效的运转机制、持之以恒的创新办

法，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西峡

样板’，争创全国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创新实践示范基地县。”西峡县委书记

马俊说。②5
（范亚康 陈思远 刘剑飞 李艺潇）

（本版部分图片为资料照片）

党建引领 构筑乡村“诗意未来”

五里桥镇前营村白庙组民居错落有致。 曹 波 摄

阳城镇任沟村中药材基地阳城镇任沟村中药材基地。。刘刘 禾禾 摄摄

◀祖孙三代齐上阵祖孙三代齐上阵。。 刘刘 鹏鹏 摄摄

▼西峡县群众在采摘山茱萸西峡县群众在采摘山茱萸。。陈陈 飞飞 摄摄

▲果农将果农将猕猴桃猕猴桃装筐装筐。。刘刘 禾禾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