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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整洁的街道、错落有致的农
家小院、古色古香的文化墙……记者
走进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一幅淳朴
温馨的和美乡村画面映入眼帘。

“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
中，我们村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和
村级理事会带动作用，引导全村农户
参与到村庄清洁行动中。”人和镇村党
支部书记胡宗权说，村内还通过制定

村规民约，进一步明确村民维护村庄
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帮助村民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

每到周日6时，100余名村民自带
工具开展义务劳动，清扫村庄周边和
运河堤顶路两侧卫生。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全
市以创建省级和美乡村为引领，聚焦
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

领域开展攻坚行动，不断改善群众生
产生活环境。

全市以农村厕所改造、污水治理、
垃圾清运、面貌提升为抓手，深入开展
村庄清洁行动。如今，全市5659个行
政村均已纳入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体
系，实现“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全
覆盖，农村生活污水和农村黑臭水体
实现有效管控。2023年以来，新改造
提升户厕31052座，超额完成省定任
务；完成了2877个村庄的生活污水治
理，治理覆盖率达到50.2%，黑臭水体
治理实现动态清零，存量随清；农村生
活垃圾收运体系长效治理机制稳定运
行。

沧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美
乡村建设工作，成立市和美乡村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乡村规划管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治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6大专
班，健全工作机制，统筹推动工作落
实。印发《沧州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落实方案》等文件，将创建任务
分解细化，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

人，推进重点工作落实落地。建立三
级网络管理和市直部门包联督导制
度，实现县乡村三级联动、部门协调
推动。

在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全市坚
持分级创建、成片推进。2023年申报
创建的249个省级和美乡村已全部纳
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片区中，建设泊
头市营子镇省级和美乡村示范区以及
4个市级片区、30个县级片区，成片打
造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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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山县韩集镇薛堂村张俊英
家的家庭智能车间里，整齐排列的铁
架上，摆满一根根黑色的菌棒，每根
菌棒上长着三朵洁白的银耳。

今年 67 岁的张俊英说，她的儿
子长年在外务工，家里的三间平房闲
置，在村干部的推荐下建起家庭智能
车间，种植4000棒银耳。

“每天，我只需要查看菌棒供水
和设备供电情况。银耳到采摘的时
候，与智能控制系统相连的手机就有
采摘提醒。我负责采摘、装箱，福农
公司派专车来负责收购。”张俊英
说，“每个月在家门口就能挣4000多
块钱，很幸福。”

张俊英的银耳种植，受益于盐山
县探索建立的家庭智能车间“1314”
种植模式，即 1 个农户、提供 3 间平
房、投入1万元、实现年收入4万元，
由沧州福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提供菌种、技术和设备，对种植全过
程实施远程在线服务指导，公司统一
回收产品。

盐山县实施产业兴县战略，依托
银耳产业，加强智能车间建设和管
理。如今，村集体银耳车间达到220
个，“1314”家庭智能银耳车间达到
500 个。通过现代农业智慧物联管
理系统和环境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
实现车间智能温湿度控制、远程监
控，促进银耳科学技术示范区建设。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全市坚持
把培育乡村产业作为引导农民增收
致富、促进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抓
手。围绕世界500强、国家级龙头企
业开展招商，沧州 2023 年签约农业
招商项目 38 个，签约总金额 154.26
亿元。大力实施“龙头提升”工程，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全市市级以上重
点龙头企业达 420 家，直接带动 4.9

万名农民就业。其中省级 77 家、国
家级10家；年产值超50亿元集群达
到6个。

以产业融合为路径，聚焦延链、
补链、强链，推动一二三产业蓬勃发
展。全市已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52 个，辐射带动 35 万农户实现增
收。围绕肉鸭、肉鸡、蔬菜、枣品、水
产等 15 个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培育

19个加工规模大、带动能力强、发展
成效突出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建成国家级产业强镇 5 个、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 13 个。以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为契机，重点打造吴桥古
运河畔、青县司马庄园等 13 个旅游
景点。

以发展特色农业为支撑，扎实做
好盐碱地综合利用这篇大文章。沧
州被列入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
中办、国办文件中明确提出“支持河
北沧州等地发展旱碱麦种植及产业
化推广”，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与
营养健康研究院等 2 家国字号单位

“落户”沧州，全国盐碱地农产品加
工与综合利用研讨会等 2 个国家级
会议在沧州召开，沧州在盐碱地综合
利用方面的影响力大幅提升。“黄骅
旱碱麦”被农业农村部列入 2023 年
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单；5个旱碱麦
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证书；“黄骅旱碱
麦”区域公用品牌在北京发布并进行
有效推介。100.2万亩旱碱麦喜获丰
收，秋播旱碱麦克服了多年不遇的干
旱，播种面积达到了154.71万亩。

以共建共享为基础，壮大村集体
经济。积极探索“合作经济”“村企联
建”“特色农业”等多元发展路径，盘
活农村集体资产、资金、资源。大力
推广土地股份型、资源盘活型、物业
经济型、项目带动型、生产服务型、抱
团发展型、资产管理型、市场对接型
等八种模式。在全面摸底基础上，对
全市5659个村逐村制定村集体经济
收入巩固提升计划工作台账，带动农
民群众增收，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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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和抓手。沧州市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聚焦提升特色产业聚集度、人

居环境舒适度、乡村社会善治度，全面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质扩面，不

断提高农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河间市“零彩礼”集体婚礼现场

河间市西旧馆村村民王春相“嫁闺女”，河间市创建文明城市工
作促进中心负责人专程前来为这对“零彩礼”的小两口送上祝福。
自2021年4月至今，河间市新婚“零彩礼”“低彩礼”占比88%，每桩
婚事花费比从前平均减少7万元至15万元。

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运河边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青县孝
老食堂的发源地。一走进这里，村“两委”办公室大门上的电子屏，
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上面滚动播放着村民最近为孝老食堂捐
款的情况。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捐款数，让人心中一暖。“生活在咱青
县，幸福！生活在青县的老人们，更幸福！”81岁的刘子江笑呵呵地
说。

像人和镇村的老人一样，走进青县金牛镇陈辛庄村，同样看到
老人们在孝老食堂开心地用餐。在青县，101个村万名老人每天都
能像他们一样在孝老食堂吃饭。

河间市“零彩礼”引领婚俗改革新风尚，青县“孝老食堂”筑起舌
尖上的幸福晚年……近年来，沧州市将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作为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着眼移风易俗“小切口”，做好乡村治理

“大文章”，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河间市作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单位、全国婚俗改

革实验区，全面推行“六结合、六推进、六个强起来”乡村治理模式，
即结合治理人才培养，推进乡村振兴精英培育班和“党总支+”党建
模式，让基层党组织强起来；结合农村矛盾化解，推进“两调一议”机
制普遍建立，让民间调解组织强起来；结合乡村文明塑造，推进农村
移风易俗深入开展，让移风易俗组织强起来；结合新型农民培育，推
进现代农业青年科技创新创业园区发展，让经济合作组织强起来；
结合方便群众办事，推进三级服务平台建设，让便民组织强起来；结
合文明道德引领，推进志愿服务全面铺开，让志愿服务组织强起来。

为积极探索推广乡村治理新模式，沧州市积极组织开展乡村治
理示范村镇创建工作，在持续抓好“一镇十三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镇基础上，在全市总结推广乡村治理典型经验。

推广积分制、清单制乡村治理方式，印发《沧州市在乡村治理中
推广应用积分制清单制工作方案》，指导推进各县（市、区）在乡村治
理中应用积分制清单制，夯实工作基础。全市涌现出“积分+志愿服
务”“积分超市”“积分+村庄清洁”等一批典型经验，成为推进乡村治
理工作的有效抓手。

组织县乡村三级乡村治理业务骨干参加“耕耘者”振兴计划河
北省乡村治理骨干专题培训班。培训班通过专题讲座、主题讨论、
案例分享、案例实操等形式，以乡村治理清单制、积分制和数字化为
主线开展培训，提升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如今，市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已实现乡村两级全覆盖，全市
共打造村综合服务站“样板间”422个、“示范点”936个、“基础级”提
升4537个，11个村综合服务站获评省级星级综合服务站。全市有
国家级乡村治理示范村镇1镇、13村；盐山县常庄乡、孟村回族自治
县辛店镇2个乡镇，青县人和镇村、南皮县刘秀才村等15个村庄被
评为河北省第一批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创新乡村治理
引领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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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老食堂

秀美公园秀美公园

现代化无土栽培蔬菜生产车间现代化无土栽培蔬菜生产车间

青县大司马蔬菜宴青县大司马蔬菜宴 黄骅旱碱麦加工车间黄骅旱碱麦加工车间

美丽乡村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