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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美丽乡村建设迈上新征程现代化美丽乡村建设迈上新征程

本报记者 孙吉晶 宁海记者站 袁信禄 陈云松 蒋攀
本版图片由宁海外宣办提供

天，注定是个收获的季节。
宁海的成绩单里，增添一份厚重的荣誉——日前，浙江省公布了第二批美丽乡村示范县名单，宁海县榜上有名。缑城百姓拍手相庆。

这是继2015年被农业部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2016年被中国互联网中心评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之后，宁海现代化
美丽乡村建设收获的又一果实。

展望未来，宁海锚定新时代新方位，落实新战略新要求，推动新一轮美丽乡村建设继续走在全市、全省前列，争创全国示范。
站在新的起点上，宁海将进一步更新理念，创新举措，补齐短板，放大优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版图上，宁海将描

绘出更为靓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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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美丽乡村，归根结底是要

广大老百姓在参与中有更多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从“环境美”“生态美”迈向“发
展美”，这是宁海美丽乡村建设不
断追求的目标。宁海县委书记杨勇
表示，现代化美丽乡村，要的是发
达的美，而不是原始的美。

为此，宁海按照“把资源变为
资产，把资产转为资本”的思路，唤
醒乡村的绿水青山、田园野趣。大
半年时间实现民宿总量、营业额双
翻番，带动农产品销售额从去年的
4.5亿元增加至8亿元。

梅林街道河洪村是当地有名
的长寿村，村内老屋古朴，曲径通
幽，文化底蕴深厚，这几年通过旅
游开发吸引了大量游客。河洪村优
越的生态，吸引了法国大叔担任村
委会主任助理，帮忙“吆喝”山水。

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是宁海的
历史短板。宁海县财政专门拿出总
量 1个亿的资金，实施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造血”工程，大力发展农旅
经济、山海经济、物业经济，积极探
索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多种形式

和有效途径，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总
量增长、质量提高、实力增强。宁海
还制定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落实项
目激励法、金融扶持法、基础保障
法、村级自给法、财政兜底法 5 种
办法，全县各村大力探索发展资源
开发型、资产经营型、资本增值型、
服务创收型、合作共赢型 5 种模
式，目前 74个薄弱村已全部消除，
所有建制村集体收入达到 20 万
元。还在全市率先选派“第一书
记”，全日制驻村开展帮扶工作，先
后两批 115 名干部平均为各村引
进项目两个、争取资金 200 余万
元，切实锻炼了干部，也给村民们
带来了看得见的项目和效益。

几年前，南岭村村庄破旧不
堪，来赏花的游客绕着村子走。“那
时的南岭，是抱着资源讨饭吃。”南
岭村党支部书记章正满说。2014
年之前，村内一半以上的老房子长
期闲置，六成村民搬离了旧村，南
岭成了典型的“空心村”。

前年，根据精品村建设方案，
南岭村建成了南山文化广场、谷神
广场、乡村民宿、观景平台、150 米

木栈道和 8 公里游步道等一批项
目，打造了黄金谷大地、滴水岩、南
山古村等景观。环境的提升，油菜
花节的举办，每年吸引 10 多万游
客来村里观花、品茶、休闲。从一脚
一身泥到一眼一处景，从环境脏乱
差到处处春满园，从一人一亩田到
产业大集聚，短短几年时间，这个
偏僻山村实现了从薄弱村到精品
村的华美蜕变。

宁海把美丽乡村建设与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对接起来，由经营
土地向经营村庄、经营环境转变，
实施民宿经济、来料加工、精准扶
贫、农村电商等“百千万”富民工
程。胡陈乡吸引投资 1500 万元对
闲置粮站进行包装，打造全新的

“粮库经济”；王干山村以“看东海
日出、观桑海沧田”为卖点，引进
3000 多万元投资改造当地民宿，
如今一张床的收入胜过十亩地的

产出。目前，全县已发展各类民宿
近 260 家，户均收入 12 万元以上，
民宿产业在宁波首屈一指。建成以
农村淘宝、“淘宝·宁海馆”及其他
第三方平台为一体的综合性电商
平台，注册会员 2000多名，建成 18
个乡镇（街道）电商服务中心，实现
农村电商销售超亿元。

乡村发展之美在于构建乡村
的现代产业。宁海以构建东南部现
代循环农业区、西部生态农业区和
中北部都市农业区三大区域特色
农业产业带为基础，以涉农资金整
合改革牵引供给侧改革，以农合联
改革完善服务，以城乡交邮合作改
革完善物流，以“十大万亩基地十
亿元产业”提升生产，聚力整合“一
场三涂”，打造占地 10万亩农旅融
合的国家级农业园区，今年农业增
加值超过 4%，远高于过去 5 年增
速，居全市首位。

全民共享全民共享 触摸能感受的发展美

美丽乡村，美在山水、美在
生态，更美在人文、美在精神。建
设现代化新农村，不仅要注重物
质，也要加强精神层面的建设，
把农村的人文、政治与自然生
态、经济生态共同打造，这样才
能实现“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
农村”迈进。

在“十三五”规划启幕之际，
宁海适时提出全力争创“省级美
丽乡村示范县”，对美丽乡村建
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县委主要
领导绘出了一张蓝图：“美丽乡
村内涵不断扩展，不仅要有看得
见的城乡美，更要有看不见的内
在美，同时还要兼具能感受的发
展美。”

作为我市农村垃圾分类处
理的试点，宁海县率先打响了一
场农村包围城市的“垃圾攻坚
战”，以“无害化、减量化、资源
化”处理为目标，探索农村环卫
保洁新模式，为实现垃圾分类处
理提供经验。

宁海把大量厨余垃圾通过
生化处理，达成“全降解”减量目
标。在胡陈乡梅山村、岔路镇下
畈村等地安装了餐厨垃圾生化
机，把餐厨垃圾通过机器粉碎、
脱水，加入活性菌进行发酵，所
有餐厨垃圾“变身”褐色有机肥
料粉末。这样一来，餐厨垃圾不
但可以重新利用，甚至还能产生
经济效益。

在胡陈乡中堡溪村，“三色”
垃圾桶整齐摆放，每天村民都会

按照可回收、不可回收和厨余垃
圾进行分类投放。投放后，村保
洁员和镇垃圾清运车及时转运，
保证非投放时间段内村庄不见
垃圾。宁海不仅成功实施了垃圾

“三色垃圾分类”，还细化管理办
法，确保垃圾分类工作先易后
难，循序渐进，全面覆盖。

“我们有序推进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定点投放、分拣清
运、回收利用、生物堆肥，已建成
了一套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收集、运输及处置运行体系。”宁
海县农办相关负责人说，他们鼓
励各村建立村民自律制度，把

“垃圾源头分类、定点定时投放”
纳入村规民约，同时建立责任包
干制，明确每名村干部和保洁员
的保洁责任区域，并实行细化考
核。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宁海全
县已有204个建制村开展生活垃
圾分类，预计到今年年底可实现
363个建制村全覆盖。

针对农村垃圾分类动态信
息跟踪难的情况，宁海在下畈
村、梅山等村试点为，设置智分
类数据管理云平台，推行信息化
管理，实现对区域性垃圾分类数
据信息的收集、存储、统计、汇
总，打通了垃圾分类“户—村—
乡镇—县主管单位”和“垃圾产
生—垃圾分类—分类收集—分
类处理”的全渠道，推动垃圾分
类进入2.0智能时代。

在此基础上，宁海以“共建
美丽庭院，共创美好生活”为主

题，深入实施“清洁庭院”“美丽
庭院”“乡愁庭院”三级联创工
程，引导广大村民群众，从自身
做起，从家庭做起，自己动手，清
除庭院内外垃圾杂物，规整庭院
内外物品堆放，实现清洁卫生环
境美、物品摆放整齐美、身心健
康生活美、和谐互助村庄美。

截至目前，宁海县已成功创
建“美丽庭院”15000 余户，生态
休闲旅游村 5 个，绿化面积达 40
万平方米，全县“一户一景，一村
一韵”的总体形象初步形成，并
催热了庭院经济。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
是宁海县提升看不见的内在美
的重要一环。

破除陈规陋习。2012 年以
来，宁海以“移风易俗倡新风”为
着力点，大力提倡丧事简办、婚
事新办、其他喜庆事宜不办，积
极移除陈规陋习，将移风易俗纳
入村规民约，在每个村建立“红
白理事会”，强化对基层“红白喜
事”的管理引导和事前劝导，全
县“白事”从原来的七八天缩减
到三五天。坚决向殡葬陋习开
刀，连续 15 年开展坟墓整治，平
迁坟墓21万穴，开展乡村生态墓
地建设，青山白化现象得到根本
治理，殡葬车队沿街随意穿行、
沿途乱撒纸钱等行为全面消除，
生态墓地绿化率达到 95%，相关
做法被民政部在全国推广，被评
为全国殡葬改革示范单位。在前
童竹林七宝自然村，老人做寿一

改过去大操大办的传统，不摆
寿宴不发寿礼，把省下来的钱
捐赠村老年协会用做公益事
业。

“到村口，有标志、有记
忆、有故事；进村里，有小
景、有亮点、有乡愁；入家
园，有个性、有传承、有温
暖。”美丽乡村不仅仅需要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物质方
面的支撑，同时还包含着精
神层面的要求，强调的是人
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
的和谐共处，是美丽心态的
体现。近年来，宁海大力倡
导树立文明新风，全面推进
农村聊天长廊、文化礼堂等
基层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广
泛开展好家风建设活动，弘
扬“大气、正气、硬气、和
气”的宁海精神，培育发展

“和文化”“义文化”“慈孝文
化”，紧紧围绕家风家训建
设，以和美家庭为主题，推
出“文明家庭+特色家庭”
创建模式，深入推进最美家
庭、慈孝家庭、廉洁家庭、
创业家庭等创建活动，已建
成最美家庭近千户、美丽庭
院1万余户、文明家庭4万余
户。此外，宁海还大力开展
好婆媳、好邻里、孝子贤妻
等“我身边的道德榜样”评
选活动，有的村连续 30 年公
投票决“好媳妇”，召开大会
戴红花、做表彰，将荣誉证

书送到娘家里，真正让好家人得褒
奖，让好家风广泛传扬。家庭细胞
好了，社会风尚就好。近年来，相
继涌现出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

“温暖中国人物”“浙江骄傲”等上
百例先进典型。西店镇岭口村、宁
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白溪
水库管理局三个单位获评第五届全
国文明村镇（单位）。

推行乡村“百姓大舞台”。针对
农村文化活动资源相对贫乏、数量
相对偏少、内容相对单一，难以满足
群众多样化、多元化文化需求的实
际，宁海探索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
创新推出乡村“百姓大舞台”活动，
采取党政搭台、群众唱戏的方式，鼓
励群众自办节目、自我服务，打通公
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已
举办“百姓大舞台”活动 260 场次，
受惠群众12万余人次。

创新基层治理。通过重塑文明
乡风，加强宣传引导和综合治理，
宁海引领当地的百姓幸福生活、向
阳而生，催生美丽心态。宁海着眼
于既要山清水秀更要风清气正，加
强法治化、精细化、人性化的农村
基层治理，以“聊天长廊”“百姓事马
上办”“村级权力清单”“群众考干
部”等为主要载体，构建形成社情民
意发现机制、群众诉求办理机制、权
力监督约束机制、干部作风保障机
制“四位一体”的基层治理体系。其
中，“村级权力清单”写入省委全会
报告、决议和中组部文件，获得全国
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一等奖，成为全
国各地学习的样板。

全民共建全民共建 提升看不见的内在美

宁海濒临三门湾、象山港两
大港湾，接壤天台山、四明山两大
山脉，水质优良率和空气优良率都
在90%以上，素有“天然氧吧”“宁波
水缸”等美誉。

生态是宁海最大的优势。保护
好优美的生态环境，永无止境。

历届宁海党委、政府始终像抓
发展根基那样护理、经营好这方秀
丽山水，全力实践“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决不把违
法建筑、污泥浊水、脏乱差环境带
入全面小康。

特别是今年以来，宁海以“全
市争首位、全省创一流、全国树品
牌”为新坐标，以创建浙江省美丽
乡村示范县为抓手，突出“美丽县
城、美丽集镇、美丽乡村”联动建
设，一手抓城乡面貌提升，一手抓
乡风文明建设，全领域、全空间、全
方位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让全县
363 个村庄都与美结缘，努力使宁
海成为全省美丽乡村建设整体性、
均衡度最好的地区之一。

在声名远扬的桥头胡街道双
林村，浸满绿意的山亭水阁，吸引
着一拨拨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客
人；在地处半山区的胡陈乡梅山
村，绿树掩映，小桥流水，鸟语花
香，整个村庄无处不透出“幸福”；
在大山深处的桑洲镇南岭村，独具

特色的农家乐有机融合，不仅让游
客感受到清新的气息，也让这个昔
日人迹罕至的小山村活力重现。

双林、梅山、南岭……这些村
庄绝不是“盆景”。今天，当你无论
行进在宁海的平原地区，还是偏远
山区，散落在缑城大地的一个个村
庄已经串联成珠，形态各异，成为
一片片“风景”。

近年来，在成功创建国家生态
县的基础上，宁海大投入致力于乡
村建设，并结合“五水共治”“三改
一拆”“四边三化”等重大行动，大
力 开 展 治 水 、 治 气 、 治 脏 、 治
乱、治违、治堵“六治三清”攻
坚战，奏响治环境、护绿水青山
大合唱。

数 据 显 示 ： 治 “ 五 水 ” 两
年，共完成投资 40 多亿元，沿岸
重污染企业、畜禽养殖污染和 244
条垃圾河、黑臭河整治到位，全
县建制村生活污水处理实现基本
全覆盖，水环境质量处于全省、
全 市 前 列 ， 成 功 获 评 省 “ 清 三
河”达标县，市控断面以上水质
优良率达到 100%，水环境质量保
持全市领先，治水综合满意度连
续两年位居全市首位，成为全市
首个水体水质全部达到Ⅳ类及以
上标准的区县，被评为全省“五
水共治”工作优秀县，光荣获颁

“大禹鼎”；“久治未决”的“三
车”问题得到彻底整治；注重标
本兼治、建章立制、长效管理，
出台城乡环境卫生保洁一体化管
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建筑垃
圾处置等一揽子制度，打破条块
分割、多头管理，实现“一把扫
帚扫城乡”。

宁海是全市首个建立县、乡
镇 （街道） 两级财政补助、企事
业单位缴纳、个人自筹卫生保洁
经费的县。县财政对建立环境卫
生长效管理机制的乡镇 （街道），
按照在册农户 （居民） 每人30元/
年的标准进行补助，对开展垃圾
分类的村庄按照每人50元/年的标
准进行补助。各乡镇 （街道） 按
实际在册农户 （居民）、外来人
口，以每人不低于县财政补助的
标准，补助给各建制村 （社区）。
各村农户自筹卫生费，一般按照
每人12元/年的标准自筹，对开展
自筹卫生费的村，县、乡镇 （街
道） 财政给予1:1配套补助。

宁海还统筹发挥各方力量、
资源的叠加和倍增效应，去年通
过整合 24 个涉农部门的 64 项 7.8
亿元资金，强化对农村基层的投
入保障，同时明确组纪宣统、工
青妇等各部门各负其责、合力共
建，集中力量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定位决定站位，小县城也要
有 大 格 局 。 宁 海 树 立 大 景 区 理
念，把全县作为一个大景区，连
线成片构建“整体美”。早在几年
前，宁海就率先在全国建成了千
里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将沿线的生
态山水、景区景点、特色村庄、农业
基地、农家乐等“串珠成链”，打造
了一条条风景道、休闲道、历史道、
致富道。去年以来，全面启动“一环
八线”精品线建设，加强主题策划，
营造特色韵味，高起点谋划、高标
准建设，整合做好生态+、党建+、文
化+文章，进一步连点成线、连线
成片，让一个个“盆景”连成一
道道“风景”，发挥美丽的倍增效
应。

宁海以打造山水秀美的精品、
特色鲜明的精品、村强民富的精
品、生活便捷的精品、乡风文明
的精品为目标，培育建设一批生
态美村、产业强村、文化名村，
切实发挥精品村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过去两年累
计投入精品村创建资金近 1.2 亿
元，打造精品村 20 个，并以此为
基 础 把 整 个 乡 镇 打 造 成 一 个 景
区，全面实施“2+5”乡村旅游景
区建设和“369”特色小镇建设，
计划再通过两年到三年努力，建
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

全域治理全域治理 致力看得见的“城乡美”

宁海湾强蛟岛群

老樟树下猜灯谜力洋镇力洋孔村“传文化，做好人”活动

整治后的颜公河 宁海美丽乡村岔路镇湖头村

桃花源里-中堡溪村

花香云海山村

水车金家山自然村民正在领取垃圾筒。 西店镇首届“牡蛎”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