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村有产业 户户可增收

脱 贫 产 业 全 覆 盖 带 来 新 气 象

把 乡 村 绘 出 如 画 美 景
——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创建“美丽乡村”纪实

深秋时节，冀北一派新气象。
行走在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

县黑山嘴镇八间房村，只见东小河旁绿树
婆娑，山色树影倒映水中，嬉戏的鸭群让
波纹一圈圈向外荡去；村中道路洁净，沿
街的墙壁粉刷一新，彩绘成以“中国梦·劳
动美”为主题的文化墙；村民们或在村头
的农业科技示范园中耕作，或在村前文化
广场锻炼休憩⋯⋯

在八间房村口，记者见到了在外打工
刚刚返乡的孙楠楠，说起家乡的变化，她
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我一年回来一两
趟，每次回来都觉得变化很大，现在胡同
都铺成水泥路了，家中通了自来水，门口
有花坛和风景树，大街上墙壁画也很漂
亮，让我觉得家乡真是美景如画。”

八间房村的变化，正是丰宁美丽乡
村建设的一个缩影。在美丽乡村创建行
动中，丰宁以“望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
摸得到实惠”为主线，力促村庄美、百姓
富、班子强、产业兴、生态好，打造“美丽丰
宁”品牌。

规划蓝图 描绘美丽梦想

田园风光与洁净的村庄环境，是美丽
乡村建设的基点，而要成就这一“有形之
美”，规划先行十分关键。

按照“三区”“四线”的总体布局，丰宁
把无形的“美丽乡村”概念变为有形的标
准：“田园变风光、民居变民宿、农活变体
验、农村变景区”，重点打造“四类”美丽乡
村示范典型，提出利用3年时间将具备条
件的村全部建成“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
处和谐、人人幸福”的美丽幸福新农村。

丰宁美丽乡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王
军介绍，“今年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按照河
北省、承德市精品片区建设要求，依据不
同区域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文化氛围、
发展基础，与乡村旅游和脱贫攻坚紧密结
合，科学制定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规划，
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彰显地域特色，突出
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由丰宁县规划局牵头，聘请4家规划
设计单位，完成了“京北第一草原精品片
区”建设规划和 31 个重点村的村庄建设
规划，为全面完成美丽乡村建设任务打下
了基础。

规划已成，建设有序。丰宁美丽乡村
建设办公室主任应翠萍对记者表示：“今
年重点打造‘京北第一草原精品片区’，带
动全县美丽乡村建设提层次、上水平，重
点中的重点是建设该片区内的小北沟、喇
嘛波罗和元山子3个村。”

走进大滩镇喇嘛波罗村，硬化路面和
民居改造扫尾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村党支部书记白金花告诉记者，今年村里
进行了两大工程建设：一是按照开展乡村
旅游标准投资 800 万元对 120 户进行民
居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正进行扫尾
工程；二是引进一家旅游开发公司投资建
设神仙谷满族文化旅游区项目。

夯实基础设施。记者在元山子村了解
到，以举办俄罗斯大马戏演出和安达文化
音乐节为契机，村里正在全力进行村庄街
区道路改造、广场建设和民居改造，目前已
建设完成两个生态农业休闲采摘基地。

因村制宜 打造乡村品牌

把规划变为现实，要靠真抓实干。丰
宁统筹兼顾居、田、路、林、水综合治理和
生产生活生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逐步

打造出“美丽丰宁”特色品牌。
建设美丽乡村，首先要打造宜居环

境。丰宁以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农村公共服务为切入点，共出动人工 2.2
万人次、机动车 8000 台次改善农村卫生
状况，并栽植绿化苗木和果树等107万余
株，有效改善了当地的人居环境。同时，
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通过供水系统的
改造，解决了 10013 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通过民居节能改造和危房改造工程，共完
成民居改造2561户。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特色产业
也逐渐兴起。丰宁根据坝上、接坝、坝下
三个地貌单元的气候、水源、土质等状况，
发展蔬菜、食用菌、食葵、林果等种植及奶
牛、肉鸡、养猪等养殖产业，全县新培养规
模化养殖、种植户 1349 户，新增合作社
90 个；同时，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丰
宁侧重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今年调整
配强支部班子 36 个，集体经济收入显著
增加。遵循宜果则果、宜菜则菜、宜游则
游的原则，通过依托优势条件，丰宁把环
境改善与资源开发相结合，形成了八间
房、云雾山、小北沟等一批具有地方特色
的经济专业村。

“留住乡愁”是丰宁打造美丽乡村的
一大主线。对文化底蕴、乡村记忆、淳朴
民风等内容挖掘和传承，成为丰宁在美丽
乡村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工作。

根据村庄区域特点、经济条件、班子
状况等特点，丰宁提出建设“六个一”，即
一条乡村文明行动示范街、一座村史馆

（非遗馆）、一处健身广场、一个善行义举
功德榜、一处综合服务中心、一个文体活
动中心，夯实创建工作的基础。并对不同
条件的创建村实行差异化考核、特色化发
展，分档次、分步骤让不同的村参与到创
建活动中。

为提升农村文明素质，丰宁大力实施
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把道德建设、公共文
化惠民工程建设等内容纳入美丽乡村创
建硬指标，全面开展“最美乡贤”“最美乡

村医生”“最美乡村教师”“最美村官”评议
等活动，设计制作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讲文明树新风、新二十四孝、廉政文化
等宣传牌，深入实施文化“三下乡”“一村
一年一场戏”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全县
累计建成农家书屋309家、农村文化广场
264处。

创新机制 浇出丰硕果实

在丰宁，今年重点打造的 31 个村的
美丽“容颜”已经显山露水，或古朴典雅、
或端庄稳重、或热情奔放、或生机无限，给
人美的享受，让人感觉“人在画中、人即风
景”。

走进窟窿山乡冒哈气村，波浪景观墙
古朴典雅，花坛、甬道、水系成为塞外小村
的别样风景，小菜园内果菜飘香。“我们村
投入资金215万元，清理了垃圾，硬化、绿
化和美化了广场、街道等。”村党支部书记
孙建生介绍说。

今年，丰宁规划建设 31 个省级重点
美丽乡村，确定实施建设项目 403 个、建
设总投资 4.15 亿元。截至目前，已完成
建设项目 234 个，完成投资 2.63 亿元，占
计划投资的63.5%。

进展顺利，缘于丰宁的投融资机制。
首先，通过多元化资金拉动，“上级争取一
点、财政奖补一点、整合安排一点、金融融

资一点、群众投入一点”，集中力量办大
事。配套制定了相关补贴政策，整合农林
水、保障房、棚户区改造、移民搬迁、中心
村等相关项目资金 1 亿元；其次，拓宽渠
道建设投融资平台，成立了丰宁县融达国
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通过示范引
导、培训、组织外出参观、党员干部带头、
政策引导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民投资、投
工、投劳；大力推广 PPP 运作模式，鼓
励社会化资金参与农村卫生保洁、垃圾
治理、污水治理等项目。

对已建成的美丽乡村，当地通过发
展电商、农宅合作社等多种业态，增加
农民收入，把美丽乡村建设成果转化为
新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丰宁制定出
台了奖补政策，县级先进村奖补 20 万
元、市级先进村奖补30万元、省级先进
村奖补 110 万元，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
更多资金保障。

高标准创建美丽乡村，丰宁还研
究、探索和实施了“县级领导联系、县
直部门帮扶、乡镇干部包村、驻村工作
组和村干部主抓”的创建模式；建立健
全卫生保洁长效管理机制，把劲使在平
时、把钱花在平时，实现了有序管理。
同时，26 个乡镇在注重时效、创新方式
的基础上，提升创建标准、巩固建设成
果，研究探索避免创建成果滑坡的预警
机制。

“我承包了6个食用菌大棚，有1.8万
个香菇菌袋，今年纯收入3万元基本没问
题。这在以前可想都不敢想！”深秋时节，
位于承德市丰宁南关乡长阁村的御今农
业发展集团食用菌种植基地内，村民舒玉
阁掰着手指给记者算今年的收入。

“通过种植食用菌，他家一年就脱贫，
在这个村像这样的还有50户。”一旁的南
关乡乡长潘慧超介绍说。通过实施脱贫
产业全覆盖工程，今年丰宁县有 46 个贫
困村、2.8万贫困户实现脱贫。

要稳定脱贫，需产业先兴。针对全
县 171 个 贫 困 村 、40620 户 贫 困 户 及
81652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总任务，丰
宁以产业扶贫全覆盖为总抓手，以龙头企
业带动为引擎，主打蔬菜产业、养殖产业、
杂粮种植、旅游产业、绿色产业五大扶贫
产业，加快农民增收步伐，让每一个贫困

户都有生产经营性收入或财产性收入，实
现脱贫。

近两年，丰宁通过镇村主导、企业引
领、大户带动、合作社经营等多种途径发
展蔬菜示范园区41个，面积达23.1万亩，
总产值达9亿元。同时，丰宁重视外联终
端市场建设，促进产销衔接，被列为“北京
新发地批发市场蔬菜供应保障基地”，同
时还被河北省农业厅评为“蔬菜特产之
乡”，被河北省政府列为“河北省夏秋陆地
蔬菜优势产区”之中的“冀北坝上露地蔬
菜优先示范区、优势产业带”，也是环首都
绿色经济圈绿色有机蔬菜基地。

丰宁县还充分发挥山区牧业资源优
势，将缺乏产业基础的贫困村纳入养殖产
业规划，解决产业支撑问题。该县采取

“企业+贫困户”的股份合作模式，县财政
为贫困户入股资金 5000 元，企业年终按

照15%的收益率分红。丰宁县的肉羊、肉
牛、生猪、野猪、肉鸡、蛋鸡等产业得到较
大发展。

针对地质条件差的偏远乡村，丰宁
县积极探索杂粮种植，依托36个杂粮种
植、加工企业及合作社发展杂粮产业，
让耕种最贫瘠土壤的农户增加收益，填
补深山区产业扶贫的空白。作为杂粮种
植的领头企业，丰宁元始种植公司近两
年收集了 110 多个原始杂粮品种，根据
各村实际情况，为各村提供种子和农
家肥，并与农户以二八分成的比例进
行收获结算。同时，公司聘用贫困户
种植，依据劳作情况，按每亩 1000 元
至1500元付给农民薪酬。今年该公司共
在 11 个乡镇、26 个自然村推广传统杂
粮种植，面积达3500亩，带动450个贫
困户脱贫。

丰宁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今
年，为了在原有旅游产业的基础上提档
升级，丰宁将16个资源禀赋好、具有开
发潜力的贫困村列入全国乡村旅游扶贫
工程库。“京承皇家御道”和燕山大峡谷
沿线村启动了乡村休闲旅游，带动位置
较远的村发展旅游，呈现出全域旅游、
民宿旅游的鲜明态势。

借助打造京津水源涵养功能区核心
区的有利时机，丰宁正将生态优势转化
成经济优势，发展苗木产业。目前，全
县拥有大小苗圃 393 处，涉及 84 个扶贫
村，带动了1071个贫困户；同时，组织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生态工程，带
来工资性收益1300多万元；依托林地资
源发展特色种养、林副产品采集，发展

“沟域经济”，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实现
山区资源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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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天 的 千 松 坝 美 得 让 人
心醉。

近日，《经济日报》 记者来
到承德市丰宁县滦河源头千松坝
林场的项目区，置身在秋日色彩
斑斓的森林，尽情地深吸夹杂有
草木芳香的空气，听松涛阵阵。

“这里的秋季很美，红的、
绿的、黄的⋯⋯花草树木被‘大
自然之手’描绘成一幅如画美
景。天空是湛蓝的，脚下的滦河
水碧绿清澈，美得让人流连忘
返。”北京游客邱志楠对记者说。

千松坝林场位于丰宁县坝上
及接坝地区，面积约 3710 平方
公里，是京津唐城市群的重要水
源涵养地，也曾是京津风沙危害
的主要发源地。

“ 过 去 的 千 松 坝 是 荒 山 秃
岭，风沙肆虐之地。”曾经的贫
瘠让千松坝林场大滩分场场长陶
世杰唏嘘不已。上世纪 90 年代
末，因为随意毁林开荒、毁草种
粮、过度放牧，山林消失了，湿
地萎缩了，草场退化了，土地沙
化了，曾经的美景一度变成千疮
百孔。

陶世杰描述了当时的景象：
由于水土流失，滦河断流，水井
干枯，部分村子的饮水要到十几
里外拉。良田、道路、房屋常常
被沙丘掩埋，老百姓品尝着“种
一坡、收一车，打一笸箩、煮一
锅”的苦日子。百姓遭受了生态
破坏的惩罚。

“ 不 惜 一 切 代 价 ， 保 护 生
态、阻挡风沙、涵养水源！”千
松坝林场副场长何树臣见证了千
松坝的变迁。1999 年，国家批
准千松坝造林工程，2000 年并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
程。作为京城北部的天然屏障，滦河、潮河的源头，千
松坝林场肩负起了“为京津涵水源阻沙源、为当地增资
源拓财源”和“绿化丰宁、护卫京津”的历史重任。

17 年来，千松坝林场在 3710 平方公里的荒山秃岭
上种下了一棵又一棵树，目前人工造林102万亩、封山
育林20万亩。

沙尘暴几乎没了，水土也不再流失。与建场初期相
比，千松坝规划区内的森林覆盖率提高了 5 个百分点，
沙化面积减少近 150 万亩。当地沙尘天气由 2000 年至
2002 年的年均 15 天，减少到 2012 年至 2015 年的年均
不足 3 天。一期工程区天然径流量增加 131 万立方米，
水资源总量增加138万立方米，滦河主源头由过去的断
流恢复为常年流水。

荒山秃岭变成苍茫林海，改善的不仅是生态环境，
还让坝上景色美了、日子好了、百姓富了。

大滩镇孤石村 350 户农民靠种树吃上生态饭。
“一想到成片的林子靠‘呼吸’就能赚钱，睡着都能乐
醒！”村党支部书记兰德贵高兴地说，过去只知道砍
树、烧炭卖小钱儿，搞了碳汇林才明白，敢情那些排放
二氧化碳的企业得买“空气单”。9 月 9 日，千松坝将
41.6万元碳交易费用拨付到孤石村。

生态优势引来了京津地区的企业。鱼儿山镇大河东
村党支部书记苏天忠说：“村里借助生态优势，引进了
天津吉大公司投资 1.2 亿元建设占地 550 亩的丰宁情人
谷庄园，搞旅游和生态种植、生态养殖，打造坝上生态
旅游体验村。目前土地测量完成，正在加紧做规划。”

造出了绿水青山，带来了金山银山。17 年来，千
松坝还撬动了项目区的扶贫开发工作。造林工程实施
后，因为多渠道增收，工程区内贫困人口由原来的 5.5
万人下降到3.95万人。

千松坝

：荒山秃岭起松涛

△河北丰宁县燕山大峡谷美景。
▷河北丰宁县曾经的贫困村十七道

沟村如今面貌焕然一新。

具有千年历史的丰宁九龙松。

河北丰宁县的奇山峻石间植被茂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