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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和 美”之 笔 绘 幸 福 画 卷

万 荣 最 美 的 风 景 在 乡 村
□记者 陶登肖 文 记者 薛俊 茹雅 图

村庄里，庭院错落有致、村道蜿蜒入
户，抬头是“画”、入目是“景”，景在村中、
人居画中；现代果园里，鲜红透亮、饱满圆
润的苹果压弯了枝头，散发着诱人的芳
香……行走在万荣县的乡村，举目皆景。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文明新风激荡乡野，
一幅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徐徐展
开。

2016年以来，万荣县累计投入财政
资金 10.2 亿元，群众自发改厕、改电、改
水、改气投入7.8亿元，撬动社会资本6亿
元。乡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群众生活品
质大幅提升、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
大，实现了“农村像城市一样美丽，农民
像生活在城市一样幸福”的预期目标。

改善人居环境，擦亮和美底色

走进荣河镇周王村，错落有致的房
屋掩映在绿树丛中。“路修宽了，绿化好
了，没事我就出来转一转，到小游园里聊
聊天。”村民李大姐说，现在环境好了，大
家心情也特别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周王村，以绿为美，绿化覆盖率达
65%以上。“全村划分为12个网格片区，
每个区域由1名党员负责管护，吸纳6名
群众组成村级专业管护队，负责公共区
域环境卫生打扫和绿化管护。”该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孙克强说，这样不仅
解决了“谁来管”的问题，还提高了村民
的参与度和自觉性。

据了解，万荣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统筹推进清、拆、改、种、建，累计清
理农村生活垃圾55万余吨，拆除废弃宅
基 1800 处，新修村庄道路 430 公里；完
成村庄绿化 50.5 万平方米，新建乡村小
游园 192 个；安装 LED 路灯 1.3 万余盏，
25个村完成弱电入地。

“白墙黛瓦，淡墨轻岚”式的水墨江
南，你在荣河镇庙前村也能看到。为打造

宜居乡村，庙前村积极配合，完成了新村
绿化、硬化建设与路灯、下水铺设。同时，
规划建设了108座层次分明的新晋南民
居，并配套建设庙前村党群服务中心、文
化长廊等设施。

在临河村的一角，是该村污水处理
厂所在地。临河村污水处理厂的建成，有
效解决了临河村、沙石范村和后土大街
西段的污水排放问题。“以前，这些地区
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不仅污染了
环境，也降低了居民的生活品质。如今，
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后，可用于周边农田
灌溉等，实现了中水的循环利用。”该村
包村干部张方彤说。

万荣县综合考虑农村人口规模、区
位条件、地形地势、污水产生量等因素，
目前投资15544 万元，建成42 座农村污
水处理站点，有效实现了乡村两级污水
区域性集中处理和循环利用，彻底改变
了过去农村厨卫排水靠倒、厕所靠抽、巷
道污水雨水乱流、废水靠蒸发的历史。

完善公共服务，打造“未来乡村”

“这是我们村用老房子重新设计和
规划建成的乡邻中心，集休闲、娱乐、文
化、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乌停村党支
部书记闫永生说。

乌停村乡邻中心包含卫生室、贝趣
坊、停云憩、梦起航等区域。“梦起航区域
是让孩子放学回来写作业的地方；贝趣
坊是孩子们一起玩的地方；停云憩可以
让村民稍作休息。”闫永生说。

宽敞明亮的卫生室有诊断室、治疗
室、药房等功能区域，工作人员都是经过
专业培训的医护人员。“有了卫生室，一
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就不用再往镇医院
跑了，很方便。”孙大爷说。

近年来，该县着眼城乡公共服务均
等化，下大力气推进农村“六个优化”。优
化党群服务，全县 207 个行政村全部建
成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党务、村务、服务、

商务、医务、小广场、晒粮场、大会场、运
动场“五务四场”全覆盖；优化教育供给，
2016 年以来共新建公立学校 7 所，改造
乡村学校166所；优化医疗服务，全县14
家乡镇卫生院全部达到国家“优质服务
基层行”基本标准，207个农村卫生室完
成“六统一”标准化建设，“一村一名大学
生村医”实现全覆盖；优化养老服务，建
成运行农村日间照料中心 107 个，提供
医护住娱一站式服务。优化文化服务，共
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274个、文体
活动广场128座，为群众提供象棋、篮球、
图书阅览、戏剧排演等公共服务。优化便
民服务，实现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村级便
民服务站全覆盖，推动乡村149项高频事
项群众自助可办。

“今年以来，我们已发布与群众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的招聘信息、技能培训等
事项96条，服务群众300余人次。依托平
台将全村40个视频监控联网运行，构建
起探头不间断巡逻的全覆盖、立体化乡
村治理模式。”闫景村党支部书记李瑾
说，依托数字化云平台对群众关注的37
类公开事项动态更新，实现线上线下同
步公开、村里村外共同监督。

闫景村数字乡村建设是万荣县利用
数字技术打造“未来乡村”的具体实践。
万荣县集中行政、市场、社会三方力量，
推动全县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先行，不断
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水平。

培育特色产业，带动民富村强

产业是农村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
石”，是和美乡村建设的“硬支撑”。

依托龙头企业示范带动，引进苹果、
梨、猕猴桃、樱桃等 7 大品类 230 多个品
种，建成未来果园、科创基地等新品种示
范园、采摘园700余亩。以李家大院和黄
河农耕文明博览园为核心，招引研学基
地落户、发展民宿，并积极培育“晋商少
奶奶”旅拍、特色小吃等新场景业态……

闫景村在农文旅融合等方面多点发力，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5万元，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86万元。

周王村以桃兴业，种植早、中、晚熟3
大系列20多个品种油桃3200亩。为破
解果农销路窄、销售难问题，该村投资
320万元，建成集市场收购、冷链保鲜、快
递物流于一体的桃果交易市场，形成“田
头市场+仓储保鲜+电商销售”的经营模
式，有效解决了本村桃果出村“最初一公
里”问题，并辐射周边15个村庄果农在此
交易，市场年交易额3100万元，带动185
名村民就业，拉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6 万
元。

五福村立足自身农业基础，以科技
创新为核心，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
产业转型升级。该村招引企业建设占地
300亩的现代化葡萄苗木基地；建设集创
业培训、人才服务、电商直播等为一体的
五福村数字农业孵化中心，周边配套餐
饮住宿中心、鲜果冷链仓储车间、葡萄苗
木繁育基地等，为数字农业发展注入强
劲动能；培育壮大一批农业社会化服务
企业，推广全品类、全过程、全链条的托
管服务，让农业生产成本更低、效益更
高。

万荣县立足各乡、镇特色优势，形成
一镇一品、一乡一业、连片布局、深度融
合的产业兴旺路径，建成一批设施水果、
设施香菇、设施蔬菜、中药材标准化种
植、工厂化养殖畜禽基地；引进农产品加
工企业，全县农产品加工年销售收入32
亿元；推动李家大院——孤峰山片区、飞
云楼片区、后土祠片区“三大片区”联动
发展，把风景区、乡村文化点、民宿点等
串联成景；开发爆款网络畅销产品30余
种，年销售 1.7 亿元；建成运营黄河金三
角农产品国际交易中心。

城与乡，曾经那么远；城与乡，如今
双向奔赴。万荣县这场由“千万工程”精
心雕琢的美丽乡村变革正悄然进行。

▲错落有致的房屋

安静温馨的图书馆设备齐全的卫生室设备齐全的卫生室
干净整洁的街道干净整洁的街道 特色鲜明的文化墙特色鲜明的文化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