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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工程”，即“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不仅是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改善的乡村
建设工程，而且也是惠民工程、民心工程和共
富工程，是乡村振兴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
基础性、枢纽性工程。

11 月 27 日，全省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
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现场会在晋城市召开。
夏县作为全省“千万工程”两个典型县之一作
交流发言。

近年来，夏县始终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
领，以党建为统领，通过中心县城、特色小镇、
和美乡村“三位一体”建设，统筹改善村容村
貌、拓展发展空间、推进产业融合，培育文明
乡风、提升治理水平，千万乡村实现惊艳蝶
变，乡村振兴展现万千气象。

“新”出活力

对镇区 2000 米街道进行人居环境综合
提升；铺设光纤 4000 余米，剪除废线及空中

“飞线”20800 余米；实施雨污分流工程，铺设
主管、支管 6000 米，清淤加固雨水管道 2000
米；硬化铺设人行步道 27000 平方米，四季常
绿建设 4000 米精品绿化带景观，铺设路缘石
6000 余米，栽植各类苗木 3000 余株……

这是夏县庙前镇在“千万工程”建设中的
一组数据。实实在在的数据换来的是群众满
满的获得感。

“过去整条街都是乱哄哄的，流动摊贩到
处跑，垃圾随处放，你再看看现在，门面统一
了，街道的绿色多了，
头上的‘蜘蛛网’
没 了 ，路 边
的 摊 贩
进 入
统

一的市场，谁要在我家门店前扔个烟头我都
能看见。”夏县庙前镇小师粮油部，温和的阳
光透过明净的落地窗照射在琳琅满目的货架
上，映衬着店主申小师满脸的笑容。

不止庙前镇。南大里乡，街道两侧商铺
整齐划一，牌匾风格统一，饭店、超市鳞次栉
比；埝掌镇，广场上，高树、低柳俯仰生姿，道
路平整，绿意盎然；泗交镇，绿树掩映巷道，农
舍分外雅致，民宿、农场相映成趣……行走在
夏县，感觉到处都是新的，新的马路、新的街
道、新的房舍、新的面貌，一切都是那么干净、
整洁、有序。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循序渐进、久久为
功，紧盯绿色发展目标不动摇，坚持不懈抓好

‘清拆改种建’五项举措，持续深化人居环境
整治。”夏县政协主席王继瑞表示，在“千万工
程”建设中，夏县围绕“清”，共清理各类建筑
垃圾、生活垃圾 8000 余吨，清理各类堆积物
2.6 万余处。围绕“拆”，依法拆除各类违章建
筑 615 处，整治私搭乱建 1800 余处，治理农村
废旧院、空心院 400 余处。围绕“改”，中心县
城实现 260 万平方米供热全覆盖，推进农村
7000 余户实施“煤改电”“煤改气”，33 个行政
村完成污水收集治理，建成卫生厕所 5.68 万
户。围绕“种”，开展“绿满夏县”行动，栽植各
种 苗 木 120 余 万 株 ，全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44.27%。围绕“建”，一方面，加强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改造县乡道路 200 余公里；另一
方面，建立完善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
费、有督查的人居环境整治“五有”机制。中
心县城、11 个特色小镇及交通沿线和美乡村
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净化“五化”到位，全
域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彰显了“绿色是底色、
干净是特色”的夏县亮点。

“鲜”出潜力

走进位于南大里乡长兴村
的移民搬迁后续产业园，一栋栋
覆着白色薄膜的日光温室大棚
蔚为壮观，走进大棚，一片绿意
映入眼帘。

“ 这 些 辣 椒 已 进 入 成 熟
期，我们已经摘过几次了。”
大 棚 的 主 人 、长 兴 村 村 民 胡
冬贵介绍道，他家现在有两个
日 光 温 室 大 棚 ，占 地 近 两 亩 ，
这 个 棚 是 3 年 前 建 的 ，主 要 种

植辣椒和西红杮。每个棚年纯

收入 1 万多元。
绿色是底色，干净是特色，富裕是成色。

“在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中，夏县在做好
人居环境提升的同时，还始终在‘鲜’字和

‘先’字上做文章，以‘鲜’迎客，以‘先’致胜。”
夏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李雷说。

“依托‘夏鲜’品牌，我们把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作为党建工作的最大亮点，探索
实践了联村共建的‘飞地模式’、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的‘郭牛模式’等，在全县率先实现所
有 行 政 村 集 体 经 济 经 营 性 收 入 突 破 10 万
元。”南大里乡党委书记秦晨林表示，在践行

“千万工程”经验中，南大里乡把扶持发展龙
头企业作为壮大特色产业的关键抓手，建设
了总投资 8300 余万元的“夏鲜”蔬菜智慧产
业园，打造了集工厂育苗、优品展示、示范种
植、冷链物流、净菜加工、市场交易、综合培
训、数字农业八大功能于一身的现代农业综
合体。同时，把农文旅融合作为发展乡村旅
游的有效手段，开发了德兰度假村、易侬移
动果园、果老沟景区，以及以河东红嫂文化
广场、嘉康杰革命活动旧址、全市首批“五面
红旗”示范村北大里村为主的乡村振兴实训
基地和红色教育旅游路线，成功举办了六届
乡村文化旅游节，接待游客 30 余万人次，创
收上千万元。

瑶峰镇郭道村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绿
色高效农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转
型，在原有的玉米、果树种植基础上规划调整，
实现规模种植2300亩药材。同时，灵活学习运
用新时代“枫桥经验”，设立村级调解员，在专
业人员的指导下对村内的邻里纠纷、信访矛盾
等进行调解，为郭道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法律
保障，力争实现“大小事不出村”。

目前，全县 11 个乡镇因地制宜打造了温
泉、蔬菜、电商等特色小镇，171 个行政村完
成“多规合一”村庄规划，中心县城、特色小
镇、和美乡村“三位一体”统筹发展持续推进，
一个“绿色之城、康养之城、文化之城、活力之
城”的新夏县正展现出蓬勃生机，一条具有山
西特色的“千万工程”经验的夏县实践路径正
成为新样板。

“潮”出魅力

“我们的桃木工艺品都是精选当地桃木
手工雕刻而成，细腻光滑，家里作摆件，送亲
朋都特别上档次……”走进禹王镇秦家埝村
的特色农产品展销大厅，党支部书记马晓鸣

正在直播间推销村里的桃木工艺品。
对于这个有点“新潮”的党支部书记，村

民们更喜欢亲切地称他为“网红书记”。翻开
这个名叫“80 后驻村书记小马”的抖音页面，
57 个作品全部是村里的农特产品，有帮村里
柳编手艺人卖柳编制品的，有帮村民卖红薯
和粉条的，还有帮助村民卖大白菜、红辣椒
的，在他的生活中，宣传村里的农货、帮群众
卖农货就是他的“主责”之一。

“我们家今年种了 40 亩大葱，因为价格
低，没有客商，马书记得知消息后就跑到地
里为我免费直播销售，只用了两天时间，就
把我的大葱销售一空。”提起马晓鸣帮忙卖
葱的事，村民秦旭东的眼里依旧闪着感激的
泪光。

年平均气温 12.8℃，境内林地有 60 余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 88%以上，负氧离子瞬时可
达 10000 个/cm3 的泗交镇被誉为“中国天然
氧吧”，其特有的原生态环境，为发展文旅康
养产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用现代化的设计语言与自然对话，让创
意与自然共生的隐溪里民宿就坐落于此。依
托隐溪里民宿项目，泗交镇以打造高级民宿
为亮点，逐步引导村民改造自家庭院，发展民
宿经济。同时，培育家庭农场，依托“隐溪里、
青罗、咱老家”3 个平台，叫响泗交农产品系
列品牌，成立乡村农特产品加工企业，不断加
大旅游基础设施投入力度。

以自然元素串联起农村生活的日常，让
游客在此望山、听风、戏水，醉入一场慢时光
的梦里，感受土地的包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
系，回归生活的本质。距离隐溪里民宿不到
100 米，便是“90 后”女孩周洁精心打造的望
山有机农场。

“打造望山有机农场的初衷，是倡导一种
健康的生活方式，真正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
全流程服务，让游客在山水间感受农村文化
的魅力。”周洁表示，农场不仅种植了玉米、向
日葵、辣椒、豆角等应季蔬菜，同时还配备厨
房烹饪、帐篷等体验设施，致力于打造“有机
蔬菜采摘+特色餐饮+旅游观光+休闲娱乐”
的多元化业态，为游客打造一个“潮”气十足
的田园新生态。

“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进 一 步 学 习 践 行‘ 千
万工程’经验，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
一任干、一件接着一件办，持续发力、久久
为功，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千方百
计 拓 宽 群 众 增 收 渠 道 ，着 力 补 齐 民 生 领 域
短板，加快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作出夏县贡献。”夏县县委书记
薛永琦表示。

““““千万工程千万工程千万工程千万工程”””” 万千气象万千气象万千气象万千气象
——夏县全面推进“千万工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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