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 共 2页 

农民日报/2025年/5月/27日/第 003版 

综合新闻 

 

湖北十堰市：乡村建设“六件事”答好振兴发展“关键题”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臻 
 

    水厕入了户，公交进了村，快递送到家门口，垃圾资源变宝贝，娃娃、老人有人管，和美乡

村可感可及。近年来，湖北省十堰市从农村最基本、最现实的需求出发，把群众最关心的乡村建

设“六件事”——农村养老、幼儿托幼、厕所改造、污水处理、垃圾分类、公路建设，作为打造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切入点，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 

    这六件事，看似事小，却关乎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十堰市委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牵头召开

院落恳谈会、护院会、湾组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全市推行“群众‘下单’、政府‘买单’”机

制，着眼最急需、最紧要的问题优先建设。民之所呼，政之所应。在顶层设计上统起来、在治理

模式上活起来、在实施路径上动起来，十堰围绕“六件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

特色的乡村建设新路径。 

    从守好水到经济富，生态优势转为发展动能 

    十堰地处秦巴山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肩负着“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责

任。如何在保护好水资源的同时让乡村发展跟上、群众幸福感提升？十堰在“结合”上下功夫，

把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统筹起来，推动“六件事”一体实施，让乡村建设的脚步既稳又实。 

    在保水护水最前线的丹江口市，乡村正悄然经历一场绿色变革。近两年来，“无垃圾、无化

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五无乡镇”创建行动在浪河、官山河、安乐河三条小流域

全面展开。铺设污水管网、配套人工湿地，污水实现应收尽收；水质安全保障智能监管系统上线

运行，群众护水巡河成了习惯。如今，村容整洁了，河水清澈了，绿色发展的理念在人们心中扎

了根。 

    “以前门前的河黑乎乎的，屋后堆着柴火。现在，河清岸绿，屋里屋外都干净。”家住蔡湾

村的王阿姨笑着说，“我们是库区人，守护好这一河清水，建设好美丽家园，是我们该尽的责任。” 

    今年，丹江口市还在“五无”基础上新增“无烧柴禾”，启动“六无乡镇”建设。三官殿街

道、浪河镇、蔡湾村等地率先启动，力争在今年底前完成一批镇村试点建设，持续推动绿色生活

方式在乡村落地生根。 

    与此同时，另一幅“生态变经济”的图景也正徐徐铺展。在茅箭区茅塔乡康家村，曾经的荒

坡被改造成了露营基地，成了近郊旅游热门地。基地附近的一处分布式微动力污水处理站处理的

尾水被回用于草坪滴灌，不仅变废为宝，还通过草坪根系吸附作用进一步净化水质，真正实现“精

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葱郁的草地上，帐篷与天幕错落有致，与青山溪流相映成趣。

“五一”期间，康家村共吸引 3 万余名游客前来“微度假”，带动农特产品销售收入和农家乐餐

饮收入同比增长 45%。通过深挖“露营+”潜力，茅箭区文旅部门还推出了“露营+美食”“露营+

研学”“露营+民俗”等新业态，既不松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守，也让更多村民分享到绿水青山

带来的“真金白银”。 

    从路路通到人心暖，治理创新解好民生“关键事” 

    在推进“六件事”过程中，十堰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着力打造具有地方辨识度、群众

获得感的治理模式，特别是在交通改造、老幼照料等方面，体现出了对民生实事的精准回应。 

    在茅箭区茅塔乡王家村三组，曾因通组道路年久失修，娃娃鱼养殖合作社的货常常“出不去、

进不来”。去年，村里积极争取项目支持，对 3.55 公里的通组路进行改扩建，水泥路变成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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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路，运输更顺畅了，成本也节约了不少。“路修好了，咱的产业也有奔头了。”合作社负责人

王朝国说。 

    不仅“路上通”，还要“空中通”。今年 3月，湖北省首条低空物流配送线路在十堰投入运营。

14公里的路程，过去邮递员开车需 40分钟，如今邮政无人机运送只需 15分钟，配送成本降低了

近两成。这条“空中快线”不仅提升了物流效率，也拓宽了农村电商的发展空间，让农产品出得

去、价值提得高。 

    除了坚持“交通+产业”融合发展，十堰的乡村治理创新还延伸到家庭最柔软的部分。作为

湖北重要的劳务输出县，竹山县每年有近 10万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和“独居”成为

乡村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擂鼓镇西河村，一块数字大屏组成的“智慧养老平台”串联起空巢老人、在外子女、村医

和网格员。75岁的李帮兰老人常年独居，过去看病买药是件难事，现在她只需按一下智慧手环，

村里便有人上门帮忙。“村里给我配了个手环，有啥事按一下就行。”她笑着说，日子变得安心多

了。 

    孩子们也有了“看得见”的守护。在麻家渡镇营盘河村，“童伴妈妈”张红既教孩子们写作

业、画画、做手工，也是他们生活中的倾听者。“我们是一条纽带，一头连着孩子，一头连着父

母的牵挂。”她说。 

    目前，十堰已建成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 1200 余处、农村托幼中心 400 余所，逐步实现

“老有所养、幼有所护”。2.7 万公里农村公路串街联乡、通山入林，“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达 3个。 

    从先试点到全覆盖，资金机制撑起建设底盘 

    十堰做“六件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地推进。垃圾收运、村庄清洁这

些基础工作先行，水厕改造、道路硬化紧随其后，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引入产业培育和服务提升。 

    “乡村建设不能靠一阵风，要一茬接着一茬干、一件接着一件做。”十堰市农业农村局党组

书记彭艳说。 

    在推进节奏上，十堰选取基础条件较好、村集体经济较强的村庄率先试点，采取“以奖代补”

方式打造一批可看、可学、可复制的“六件事+”样板村，形成“核心示范、多点带动”的格局。

各县（市、区）则参照市级模式，选取相应示范村渐进式全面铺开。 

    资金保障方面，十堰探索“财政投入一点、资源整合一点、金融支持一点、群众自筹一点”

的筹资机制。去年，全市共纳入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项目 419个，资金总规模 7.55亿元；通过盘活

山水林田资源、激活农村闲置住宅等资产，撬动乡村建设投资 6.52亿元；农业发展银行十堰市分

行审批具备乡村振兴带动效应项目 11个，融资超 45亿元。同时，十堰还积极探索农村产权融资、

撬动民间资本，争取上级帮扶资源，动员返乡能人反哺家乡，共同把“六件事”干成、干实。 

    随着乡村建设深入推进，“六件事”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从去年开始，十堰拓展“六

件事+”，新增寄递物流、生态公墓、农村充电桩等内容，回应群众新需求；今年，“六件事+”进

一步提档升级，冷链物流下乡、农村照明路灯、天然气进村等被纳入建设范围，让更多农民在家

门口享受到现代生活的便利与舒适。 

    院落干净了、村道畅通了、垃圾污水集中治理、老人孩子有人照看⋯⋯在这座山城，“六件

事”正默默改写着每一个村庄的日常。未来，十堰将以更稳健的步伐、更系统的谋划，持续推动

乡村建设走深走实，为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注入澎湃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