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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28 日，我市举行了“诗画家

园和美乡村”十大精品线路推介会。随

之，我市“诗画家园和美乡村”十大精品线

路出炉，新华区大香山先导片区和美乡村

精品线路在列。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去年以来，充分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以先导片区为龙头，以“四季看变

化”为抓手，规划建设 12 个和美乡村先导

片区，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和美乡村。

十大精品线路全方位展示了“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和美乡村新画卷，一经宣传，

五一假期游客纷至，新华区受益其中。

共赴和美之约，需要更多人看到和美

乡村建设初步成果，以流量推动形成更多

建设新成效。近段时间，新华区深度挖掘

和美乡村建设先导片区干部群众投身和

美乡村建设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持续

鼓舞干群斗志，激发群众主动参与和美乡

村建设的内生动力。此外，新华区还不断

扩大对外宣传力度，充分挖掘香山厚重的

文化底蕴、丰富的风俗民情，不断扩大大

香山先导片区影响力，努力将“香山脚下

我的家”打造成新华区和美乡村建设先导

片区新名片。

和美乡村建设没有休止符，只有进行

时。新华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常态化专

题调研和美乡村建设工作，今年省“两会”

结束后，张伟民第一时间来到该区和美乡

村建设主战场，踏雪调研，并把和美乡村

建设当作其每周必看、每天必问工作的重

中之重。新华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建国不

间断地实地“丈量”和美乡村建设进度，现

场办公解决难题。

除了引进鲍国志团队蹲点驻守村子

里、为和美乡村建设“把脉问诊”外，新华

区还走出去，强化学习借鉴，不断为和美

乡村建设注入新活力。前段时间，张伟民

带队到浙江学习和美乡村建设经验尤其

是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策略，努力早日实现

村和美民富裕目标，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指

数。

“说一千道一万，和美乡村的核心要义

还是要发动群众力量。下一步，新华区将

继续在党建引领下，坚持‘三主、三分、三

合’乡村建设思路，解决好谁来干、怎么干、

钱从哪里来、人员怎么用等问题，全力在和

美乡村建设中破解难题、做实重点、打造亮

点，坚定信心、铆足干劲、苦干实干，精心绘

就和美乡村新华画卷，让老百姓日子越过

越红火、越来越幸福。”张伟民说。

香山脚下我的家，建设和美乡村为大家。

6月 30日，周日，一大早，新华区青石山街

道西吴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根须又到村子里“转

悠”了。遇到村民，他就停下来，和村民搭话，

说着聊着，听听大家的想法。“和美乡村最终还

是为了让在村子里居住的群众满意，为什么

建，得让群众理解；怎么建，得让群众有话语

权。”刘根须说。

这位今年 60岁的老牌村干部，对村里感情

很深。他 1995 年进入村“两委”，2020 年接过

“接力棒”。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和美

乡村建设，好时代，有党的好政策，俺干得很起

劲儿。要不折不扣把好政策落实到位，让老百

姓切实感受到。”刘根须说。

更让刘根须有劲头的是，西吴庄村被纳入

今年新华区和美乡村建设首批规划建设的 3个

重点村，并一体规划纳入“香山脚下先导片

区”，成为“香山脚下我的家”新华区和美乡村

建设新名片中的重要一笔。

和美乡村建设，重在基层农村，关键

在夯实基层党组织。“要在党建引领下，走

好党的群众路线，党员干部带头干，引导

带动群众一起干，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

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新华区委书

记张伟民说。

目前，石桥营、西吴庄、边庄 3 个试点

村的党组织和群众积极响应区委、区政府

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踊

跃参与，和美乡村建设推进顺利，已初见

成效。

这与新华区委组织部坚持党建引领

和美乡村建设、向农村倾斜力量和政策是

分不开的。近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新华

区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瞄准“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文明幸福、平安法治、支部

过硬”总要求，把和美乡村建设作为乡村

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厚植

生态底色、扮靓乡村颜值、提升幸福品质，

绘就了一幅美丽生态、美好生活有机融合

的乡村新画卷。

新华区委组织部对全区驻村第一书

记进行考核调配，坚持把有能力、想干事

的优秀人才派到乡村一线挑大梁。整合

乡贤理事会、驻村工作队、乡村规划设计

队、区直部门联合队、外联回乡队“五支力

量”，组建统筹员、思政员、规划员“三员队

伍”，对乡村振兴进行宣传发动、答疑释

惑、村庄规划。“和美乡村建设的重点是宜

居宜业，‘宜’字很重要，要让群众在村里

生活得舒适、和谐。我们结合和美乡村建

设，创新打造‘崇礼堂’多元调解品牌，秉

持‘握手言和、多元调解’理念，将矛盾纠

纷消除于末梢、化解在萌芽。”香山街道筹

备组边庄村驻村第一书记侯松沛说。对

此，边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军芳深有感触，

她说：“区里给我们派的第一书记很给力，

有思想还能干，感谢组织不断为我们和美

乡村建设补充力量。”

此外，在“党群连心工程”中，新华区

委组织部根据“就近、就便、就亲、就熟”原

则，构建了由一名包村干部、一名党员主

动对接联系 10 家左右农户，“镇（街道、街

道筹备组）党（工）委—村级党组织—村党

小组—党员”联动互通的联户体系，1194

名农村党员结对联系 9272家农户，实现党

员联系农户全覆盖，在和美乡村建设中做

到政策讲解到户、工作发动到户、民意收

集到户、矛盾调解到户、共同建设到户“五

个到户”。

“我们紧盯‘五星’支部创建目标，坚

持从建队伍、强支部入手，抓好农村‘领头

雁’、配强‘主心骨’，把基层党组织夯实起

来；同时，再以‘党群连心工程’把农村党

员力量调动起来，让党建引领在和美乡村

建设中活起来、实起来。”新华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龚宪君说。

抓好“领头雁”配强“主心骨”
“党群连心工程”夯实和美乡村建设根基

建设宣传并进 鼓舞干群斗志
打造新华区和美乡村建设新名片

——新华区党建引领和美乡村建设综述

香山脚下我的家
本报记者 毛玺玺 通讯员 徐宏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今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学习

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要求“打好乡村全面振

兴漂亮仗，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以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市委、市政府在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的

基础上，在全市开展了“十百千万”和美乡村建设，

明确了今年“春季看谋划、夏季看推进、秋季看攻

坚、冬季看蝶变”的具体推进措施。

方向已定，重在落实。新华区委、区政府把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为当前和今后高质

量加速城乡融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

重，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推进。在多次学习取

经、反复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新华区决定按照

“规划先行、分类施策、统筹推进”原则，采取“因

地制宜、分步实施、试点引领、全面推广”的方

式，对 23个涉农行政村进行全面设计和改造。

这样的谋定而动，是基于实际考量的。新

华区 11个镇（街道、街道筹备组）中共有 23个涉

农村，主要涉及焦店镇、青石山街道、香山街道

筹备组等。其中，石桥营村、边庄村、西吴庄村、

龙门口村、郏山阳村、刘沟村、张庄村、余沟村 8

个村分布在“两山一水”（落凫山、香山、湛河）区

域，场坊村、西果店村、东果店村、谢庄村、岳庄

村、褚庄村、校尉营村、连庄村、杨官营村、胡庄

村、徐洼村 11个村分布在“两园一带”（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现代服务业科创园区和平煤大道乡

村振兴产业带）区域，新庄村、野王村、焦店村、

高庄村 4个村分布在“两区一城”（焦店片区、高

皇片区和香山大学城）区域。

厘清23个村的实际情况，新华区计划用3年

时间建成1—2个和美乡村先导片区、10个和美乡

村重点村、30个和美网格点、1000个最美庭院户。

新华区委、区政府根据国内著名乡建专家

鲍国志团队建议，经过多次论证，今年确定首批

规划建设石桥营、西吴庄、边庄 3 个重点村，同

步规划设计龙门口、郏山阳，打造“三村一线五

规划”的“香山脚下先导片区”。3 个村各有特

点、各有优势，作为全区试点村、先行村建设，旨

在为下一步其他村建设和美乡村提供可以学习

借鉴的榜样、范本。

重点打造“香山脚下
先导片区”

3 年 时 间 23 个 涉 农
村庄逐一“绣花”

香山街道筹备组杨官营村 杨红涛 摄

香山街道筹备组边庄村崇礼堂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摄

新华区委书记张伟民（后排中）、乡建专家鲍国志
（后排左一）在青石山街道西吴庄村就和美乡村建设现
场座谈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摄

新华区委书记张伟民（左五）和区委副书记陈洪远
（左四），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龚宪君（左二）到浙江考
察学习和美乡村建设 徐宏博 摄

新华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建国（右二）调研和美乡
村建设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摄

青石山街道西吴庄村正在改造中的农家小院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摄

新华区和美乡村新画卷 杨红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