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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乡村， 不仅要注重经
济的发展、 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的
改善， 还要充分考虑到村民的精神
生活， 要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两手抓。 聂家村和荒山村在帮助村
民致富增收的同时， 加强了公共文
化和体育设施建设， 提高文化产品
和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 丰富了村
民精神文化生活。

聂家村有着浓厚的“讲道德、讲
卫生、讲诚信、讲文明”的民俗习惯。
有完备的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和村规
民约。目前，共建有休闲文体广场一
座，面积达 3050�平方米，并配备了
各类健身器材；文体活动室一处，面
积 100 平方米； 图书阅览室一个，
面积 60 平方米； 多功能活动厅 1
个，面积 70�平方米，定期开展各类
活动。

整洁的村路上， 几名村民正在
散步，谈起这几年村里的变化，大家
打开了话匣子：“原先的土坯墙都换
成了木栅栏， 泥泞路变成了平坦的
水泥路，烂泥塘变成了文化广场，麻
将室变成了文化书屋， 村里越来越
美了。 ”晚饭后，文化广场上的人开
始多了起来，跳舞的、扭秧歌的、踢
毽子的， 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现在大家都愿意来这里健身，别提
多得劲了！ ”聂家村党总支书记告
诉记者， 村里还将大力发展村域经
济，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荒山村位于九台区东南， 距土
们岭镇政府驻地 15 公里，2012 年
新建村部， 建筑面积 500 平方米，
占地面积 6200 平方米。 现有党员
活动室 1 个， 农村远程教育站点 1
个、“农家书屋”1 个，共有各类图书
3000多册，组建演艺队 1支。 2013
年新建文体活动广场一处， 占地面
积 4200 平方米，2015 年新建室内
文体活动室（老年协会）80 平方米，
卫生计生室 100 平方米，养老服务
照料间 80 平方米， 妇女儿童之家
40 平方米。 目前，基础设施建设和
文体设备基本齐全， 基本保证了各
类活动的正常开展。

农村文化建设是农村建设中的
“软力量”， 荒山村把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作为村工作核心之一， 切实加
大了对文化阵地的建设， 使文化阵
地由平面的， 单一的向立体式多样
化转变。 荒山村常以“节节有主题、
季季有活动”为主线，以文艺演出为
主要形式， 结合传统节庆日或国家
发生的大事件确定不同主题， 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主题突出
的群众性文化、教育、体育、科普等
活动。

荒山村认真积极开展文化下乡
活动。每年年初，该村积极与九台区
委宣传部取得联系，组织开展科技、
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为群众送
歌舞、赠图书、发资料，受到群众的
广泛参与和好评。 积极开展了电影
下乡活动，每年农闲时间，村上积极
与镇文化站取得联系， 组建电影播
放队， 逐屯安排播放科普、 大众电
影。

与此同时， 该村扎实开展了重
大节庆日活动， 如正月十五开展了

猜灯谜话动， 重阳节孝亲敬老会选
出孝敬老人的好儿媳、 宣传荒山村
的九台好人、 庆祝七一党的生日等
为活动平台， 积极弘扬民族传统文
化和爱国爱党情怀， 丰富农民群众
业余文化生活。 荒山村又以“村村
通”、“文化书屋” 等项目工程为基
础，狠抓群众文化建设。

近年来， 富裕起来的荒山村人
修建了标准化村屯和标准化街路。
早在 2014�年初， 荒山村文化大院
里的文化广场、健身路径、篮球场、
乒乓球场等活动场所及设施先后投
入使用，受到了村民的欢迎。整洁的
文化大院里方砖铺地， 四周绿树鲜
花掩映，蓝白相间的水泥围栏相衬，
20�多套彩色健身器材错落有致地
摆放在两旁，篮球场、乒乓球场和健
身器材边上总有村民排队等着上
场。“村里终于有了自己的标准化篮
球场， 每天来这里玩一玩， 锻炼锻
炼，心情特别好！ ”刚刚打完篮球的
村民高兴地说。

荒山村文化广场每天参加娱乐
活动的人次达到 450 人以上，其中
健身操队伍 70 多人，打篮球、乒乓
球的 20�多人， 大秧歌队伍 50�多
人；年龄上，从 6、7�岁小孩到 70�多
岁老人； 邻村和营城办事处的村民
也纷纷加入，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已
经使荒山村这个文化大院成为名副
其实的示范大院。

“文化广场那么大，只扭秧歌有
些单调， 如果活动形式和内容再丰
富些就更好了。 ”有位村民说。 在大
家的建议下， 快乐的荒山村人先后
成立了秧歌队、健身操队、演奏队、
演艺团队，自己创作，自己搭台，自
己当主角。“我们农民的日子富了，
文化生活也得跟上，每天跳一跳舞，
大家都很开心！ ”音乐响起，舞蹈队
队长吕春波又带领着姐妹们跳了起
来， 用优美的舞蹈抒发对生活的热
爱。

如今，文化体育活动已经成为
荒山村人茶余饭后的“必修课”，许
多过去围着灶台转的“家庭主妇”
变为“农村文艺骨干”，大批留守老
人、 留守儿童加入各类文艺组织，
一大批紧密联系农村实际、保持着
原汁原味民间特色的文艺活动让
荒山人乐在其中。 文体活动的开
展，人们的精神面貌、社会风气均
有较大改观， 农民的健康水平、文
化素质均有较大提高，农民参加文
体活动和体育锻炼的多了，打牌赌
博的少了；崇尚科学的多了，相信
迷信的少了； 勤劳致富的多了，不
务正业的少了……移风易俗、文明
风尚在荒山村蔚然成风，改变了文
体生活匮乏的局面。

以波泥河村、 大贝村、 龙家堡
村、聂家村、二十家子村、荒山村为
代表的乡村， 以新型城镇化建设理
念为指导，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丰富农民致富途径， 全面提升群众
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 让村民享
受到居住乡村的淳静， 感受身处城
市的气息， 为美丽乡村的建设打开
了新的路径。

/记者 代丽媛 报道

以新型城镇化理念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夜幕还没有降临，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镇荒山村文化大院里就热闹了起来。伴着欢快的音乐，几十人组成的健身操队伍跳起了广场舞，整齐的动作、喜悦的表情成为荒山村傍晚一道美丽的风景。如果您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定会被感染，说不定也会加入进
去。 而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现象，“白天下田种地，夜晚上课健身”已成为荒山村人生活的新时尚。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荒山村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多方面的内容，美丽乡村建设成为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的关键环节。 荒山村的变化是长春市九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以九台区土们岭镇荒山村为代表的一批美丽乡村灵活运用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对乡镇村庄进行合理规划；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提高城乡服务均等化水平，使村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依托地域资源
美丽乡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美丽乡村，促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经济是
首要环节和有力抓手。 九台区波泥河村
和大贝村在充分依托地域优势和资源
的基础上，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了
具有成长空间的特色经济。

九台区波泥河镇波泥河村地处长
春、吉林两市之间，在区位上有着独特
的地域优势。 九万公路、营波公路横穿
域内， 距长吉高速公路出口仅 12 公
里，有通往长春、吉林的客车，交通便
利。 由于地处波泥河镇核心区域，成为
全镇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苗木花卉成
为这里的特色产业。

一直以来，波泥河村被誉为中国北
方苗木花卉之乡第一村，如果您是第一
次来波泥河村，最好的季节应该是十月
末。 这里因为苗木的生机勃勃而变得鲜
艳夺目，五彩斑斓的苗木让前来的人们
享受到了一场视觉盛宴， 记录这个有
40 多年苗木花卉繁育历史的特色村落
别致的景色。 全村家家有苗木，户户有
花卉，是东北三省重要的苗木集散地之
一。

波泥河村党总支书记向记者介绍
说，波泥河村种植的苗木花卉涵盖了乔
木、灌木、花卉等 40个品种。为做强“波
泥河苗木”这一品牌，村里还成立了苗
木花卉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一家一户的
资源整合起来，“组团”闯市场，现在波
泥河村的苗木花卉已远销黑龙江、辽
宁、天津等地。

目前，波泥河村的苗木花卉已发展
到 4 大类别，100 多个品种。 全村从事
苗木花卉产业户数达到 100%， 苗木花
卉种植面积达 280 余公顷（含园田地和
外租地）。 积极推进名优新特品种繁育、
野生树种驯化等技术改良。 苗木花卉特
色产业已成为波泥河村的品牌，是波泥
河村重要经济支柱。

因为苗木，波泥河村的农民都富起
来了，“效益最好的时候一年收入能达
到 10 万元左右。 ”村民介绍说，在他的
120 平方米的新居里，窗明几净，各种
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可见近年来，苗木
产业让村里富裕起来了，连村民自己以

前都没敢想能住进这么宽敞明亮的大
房子。 如今生活好起来的村民还买了小
轿车，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大贝村是位于九台区城子街镇中
南部的一个自然村。 幅员面积 15 平方
公里，其中林地面积 7 平方公里，属丘
陵半山区。 美丽的大贝村物产丰富,当
地气候宜人，村民热情好客,完美呈现
一幅欣欣向荣的美丽画卷。

大贝村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过
程中， 积极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大
力推动“互联网 + 现代农业”。 大贝村
“互联网 + 农业” 是东北师范大学与九
台区合作共建的“智慧乡村”项目的一
部分，主要是借助互联网，让城市的人
利用手机或电脑看到农村菜园从种植
到收获的全过程，并可以通过网络平台
在线订购。 目前，已启动建设了十片菜
园，可为人们提供黄瓜、芹菜、茄子等寻
常百姓家的绿色蔬菜，满足人们回归田
园的梦想。

此外， 九台区还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鼓励农民种植特色品种。 大贝村周
围群山环绕，大片的山林，形成了天然
隔离带，符合玉米制种技术要求，几户
村民的冒险试种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让
大贝村民认识到玉米制种这个项目很
有发展潜力。“从当年的不到 20垧到今
天的几百垧，甚至更多。 ”村民老李告诉
记者，玉米制种产业在大贝村的热土上
得到蓬勃发展，老百姓都受益了。

为保证村民的利益不受损失，大贝
村玉米制种实行订单式销售，每年的年
初都由玉米制种经纪人与来自九台区
和黑龙江的两家公司签订收购合同。 同
时，这两家公司还为村民的玉米制种提
供技术保障，从春季耕种、田间管理、秋
季晾晒直到种子入库，各个环节都有专
业的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 玉米制种
和普通玉米种植是一样的投入，却比普
通玉米有更高的产出，赢得了老百姓的
认可。 目前，玉米制种已经成为大贝村
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村里很多的
农户有了增加玉米制种面积的想法，不
少制种企业也看好了这片热土，要与村
民联手合作，共同发展。

提升村容村貌 美丽乡村焕然一新
如果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特色

经济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里”，那么
改善人居环境， 提升村容村貌就是
美丽乡村的“表”。 龙家堡村和聂家
村适应村庄变化的新形势， 坚持以
人为本，规划管理乡镇村庄，在提升
自然村落功能的基础上， 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龙家堡村位于九台区西部、龙
嘉镇政府所在地，紧挨饮马河社区、
南泉村、草城子村,天蓝水清,气候
宜人,山明水秀。 这里村风淳朴，村
貌怡然，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龙
家堡村成为名副其实的最美乡村，
也让生活在这里的村户们独享着这
份美进心里的幸福。

近年来，龙嘉镇政府对龙家堡
村实施了美丽乡村建设工程，采取

“突出亮点、分步推进”的原则，将村
部所在地梨树园子屯作为美丽乡
村示范屯进行重点打造。 本着“高
起点、高标准、出精品”的理念，按照

“八个统一”（即统一道路， 统一围
墙，统一大门，统一上水，统一排水，
统一绿化，统一亮化，统一硬化）的
标准，对梨树园子屯实行标准化打
造。 铺设环形柏油路 2 公里，排水
沟 1.5公里， 全屯安装自来水并改
造旱厕， 安装太阳能路灯 100 余
盏， 全屯统一红色围墙深绿色大
门， 道路两侧栽植梨树 240株，并
将原有的三处垃圾坑彻底清理，分
别建成绿色休闲公园、水上公园和
休闲健身广场。 在水上公园周边安
装景观灯（箱），公路两侧树木上布
置吊灯，每到夜晚，霓虹闪烁、树影
婆娑，引得无数路人停车驻足。

九台区九郊街道聂家村位于

长吉公路沿线，这里有清堂瓦亮的
砖瓦房， 绿树环绕的农家院儿，户
户相连的水泥路，这里的生活让城
里人都羡慕不已。 在新农村建设
中，聂家村按照“实用、美观、合理”
的要求，进行了全面规划，并严格
按照规划实施村屯建设。 目前，聂
家村民全部用上了由城区统一供
给的自来水；家家户户用上了统一
修建的卫生厕所；水泥路实现户户
通； 按实际需要配备了垃圾箱、垃
圾清运车和保洁队伍，村民的生产
生活垃圾实现统一回收、填埋。

此外，为确保美丽乡村工作扎
实开展，着力打造一个人居环境幽
雅，人与自然和谐，娱乐休闲一体
化的美丽乡村，聂家村重点开展了

“五清”（清垃圾、 清边沟、 清柴草
垛、清玉米篓子、清粪便），三化（绿
化、亮化、美化），三改（改围墙、改
边沟、改道路），三建（建文化广场、
建荷花池、建景观）综合整治行动，
累计投资 451.27 万元。 新建村屯
水泥路 4000 延长米，改建路边排
水沟 4750延长米， 绿化美化村屯
道路两侧 6700平方米， 安装太阳
能路灯 110 盏； 拆除危房 300 平
方米并重新建设，实施农户外墙保
温 26 户 3600 平方米， 改建农户
围墙 420 延长米， 粉刷围墙 8620
平方米； 新建文化广场 3050 平方
米，新建荷花池 1094平方米，安装
景观石一座。当走在平坦笔直的村
路上，迎接你的是一排排整齐的树
木，一片片花红柳绿的景观，一座
座错落有致的民居， 使你感到环
境幽雅、空气清新。人在路上走，如
同画中游。

实施民心工程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
腰包鼓了，村容整洁了，村民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也更高了。 从“城乡二
元化”向“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居民”
也要享受“城镇居民”一样的城市公共服
务设施。 龙家堡村和二十家子村加强了农
村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打造了农民
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卫生问题一直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
点问题，对于农村而言，垃圾堆、柴草垛和
厕所是提高环境卫生的重要制约因素。 为
此， 龙家堡村彻底清理了所有垃圾堆，并
将村屯卫生承包出去， 每天定期清扫道
路、收集和运送各户生活垃圾，建立严格
的奖惩机制， 下大力气整顿生活环境。
2015�年秋天， 已经杜绝了柴草垛进屯的
现象，做到无柴草垛堆放，提高了卫生质
量，同时也减少了火灾隐患。 结合农村实
际情况，柴草垛不进屯也给农民带来了很
多不便，为此，该村推广秸秆综合利用项
目，将秸秆打包后压制成块，并制成燃料，
逐步普及专用锅炉的使用，力争取代普通
秸秆燃料， 使冬天的乡村不再黑烟缭绕。
垃圾堆、柴草垛和厕所这三个重点问题从
根源上彻底解决，保证村屯长期保持干净
整洁，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城市般的生活条
件。

九台区纪家镇二十家子村位于纪家
镇北部 5 公里处， 是纪家镇新农村建设
示范村之一。 该村近邻雾开河，水源十分
充足，保障了工业生产和生活用水。 为突
出美丽乡村建设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该村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 着力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农村人居
环境，转变农民生活方式，优化农村社会
管理。 走进二十家子村，整洁的通村路四
通八达， 农民新居和城里的小区一样排
列整齐，村里的固定垃圾点、文化室、文
化广场等设施， 让这个安静的村庄与现

代化城镇接轨了……村头巷尾，打闹嬉戏
的孩子们，房前屋后闲聊的老人们，构成
了二十家子村一幅祥和的乡村美丽风景
画。

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功能完善是乡村
生活之美的基本要素。 为了让农民群众生
活更方便、更舒心，该村统筹推进美丽乡
村的基础改善和公共服务，以村庄环境建
设为突破口，对垃圾处理、道路管护等农
村环境整治重点工作，采取了“户集中，屯
保洁，村运作，镇管理”的措施，镇、村、屯
分别配备保洁人员。

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二十家子村以
通路、通网、文化室等项目资源，政府加大
投入力度， 推动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整体性
改善。“村里之前还是狭窄的水泥道路，路
面坑坑洼洼。 经过整修，路面变得整洁、宽
阔，还建起了文化广场，成为大家休闲的好
去处。 ”当地村民的话语中透出喜悦之情。

此外， 该村有 10 部新装电压器能够
满足现有居民用电和工业用电需求，且村
屯绿化、亮化达到 2200 延长米，清洁能源
农户 120 家，有线电视 220 台，互联网有
户达到 60户，使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 既
要让农村美起来， 还要让群众富起来；美
丽乡村建设，乡村环境改变了，乡村里人
们的精气神增强了，人人积极向上，家家
追求美好生活形成氛围，这种生机勃勃的
态势转化为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用村里
人的话说就是“内劲被激发出来了”。

二十家子村通网以来， 家家户户掀
起了一场电脑“热”。计算机培训班、电脑
修理铺也随之多了起来， 村民们都争先
恐后地想接受科普教育， 不想被时代所
落下， 农户的文化水平更由于互联网的
普及而随之提高。 居民笑着告诉记者，
“自从村里通了网，我天天都能看见外地
打工的儿子了。 ”

丰富文体生活 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快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