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庭院“小经济”，撬动乡村“大振兴”。
近年来，桂花泉镇按照“项目到户、扶持到人、
一村多样”的要求，将发展庭院经济与乡村振
兴产业相结合，按照“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
加则加、宜商则商”的原则，因户施策、一户一
策，积极引导村民发展庭院经济，把房前屋后

“方寸地”变为农民增收“聚宝盆”。
一是“庭院经济+培训”，练好基本功。该

镇将庭院经济技术纳入农民教育范畴，培训农
民1263人次，进一步提高了农民实用技术能
力。根据农户现有技术和资源，按需“一对一”
精准开展培训，对庭院经济中涉及的农家乐、
种养殖、传统手工艺品、小超市等开展培训，充
分发挥种养能手、“土专家”、民间手工艺人和
农业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作用，帮
助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提高农户发展
庭院经济的经济管理水平。

二是“庭院经济+金融”，筑牢防火墙。对
有发展庭院经济但资金相对短缺的脱贫人口，
镇农商行为其提供“小额信贷”等金融产品用
于发展庭院经济，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贷款
两百余万元，有效解决了农户的资金短缺问
题。同时，向农户推荐购买人保财险的涉农保
险，防止农户因病虫害等原因造成亏损过大，
提升庭院经济风险保障水平。

三是“庭院经济+宣传”，做强品牌网。发
展庭院经济，农户最头疼的就是产品滞销的问
题。桂花泉镇紧盯这一短板，通过举办“黄瓤
西瓜节”“雷竹产业文化节”等活动，在镇政府
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介绍本地特色农产
品，提高本地特色农产品知名度。同时，发动
庭院经济经营户充分利用微信朋友圈、抖音等
媒体平台，以发朋友圈、拍摄抖音短视频等形
式来宣传自家产品，吸引热爱购买绿色食品的
客户前来购买。

（通讯员 王文煜）

桂花泉镇位于崇阳县西北部，是崇阳县北大门、“口子镇”，面积137.1平方公里。全镇辖

8个行政村、1个社区、82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3447人。这里自然风光秀丽，人文景点密布，

森林覆盖率达92％，有茂林修竹、绿涛连天、风景独特的国家森林公园；有竹翠风清的仙人

坪风景区；有势高视阔、景色秀丽的金紫山风光圣地；还有崇阳县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旧址及

汉族长篇叙事诗《双合莲》女主人公故居所在地……

近年来，该镇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抓手，围绕地方产业特色和优势，扎实做好“三农”工

作，让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切切实实赚到钱，真真正正富裕起来，书写了乡村振兴亮丽答卷！

前
言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村社会
文明和谐。近年来，桂花泉镇依托“千万工程”，绘
就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

一是整治农村人居环境，造就农村宜居宜业，
让“千万工程”经验落地落细。桂花泉镇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在提升绿水青山“颜值”中做大金
山银山“价值”。全镇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爱国卫生活动、环境卫生评比，组建卫生保洁队伍
8个，配备保洁员40余名，垃圾清运车2辆，大力开
展环境卫生大整治，对道路清洁卫生、垃圾清运等
进行日产日清。切实抓好桂花泉镇在全县率先开
展“千万工程”全域实践和示范的工作任务，2024
年，将该镇桂花村、东源村、官庄村由示范村提升
建成精品村，将三山村、双港村由整治村建成示范
村，并逐步建成精品村。

二是拓宽农民致富渠道，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让“千万工程”经验发芽成苗。“天地之大，黎元为
先。”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不断完
善联农带农机制，实施农民增收促收行动，让乡村
振兴和共同富裕协同推进。创建“五联”模式：支
部主题党日活动联合开展、村级优质资源联合开
发、乡村振兴项目联合招商、村级产业联合经营、
区域产业品牌联合发展，推动八个村党支部之间
和产业链之间“活动联办、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同时，把联合体嵌入产业链，搭建“横向到边”参与
平台。将住户数为10户及以下的村湾进行合并，
将85个村湾合并为68个村湾，再组建15个相关
合作社，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带动脱贫
户100余人人均提升年收入一万元以上。

三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农业高质高效，
让“千万工程”经验开花结果。坚持“党委统筹、政
府主导、村抓落实”的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
积极对标天城、白霓、石城等镇域经济强镇，建立
符合桂花泉镇发展实际的镇域经济雁阵式发展梯
度培育体系，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打造“竹、药、
稻、瓜”四大产业的“头雁”标杆效应。在官庄村新
发展种植“西瓜红”红薯基地1000余亩；在横山村
新种艾叶基地150亩，预计每亩艾叶年产量达400
公斤，亩均年收益达2000元；在龙飞村发展油茶
基地300亩，并套种艾叶填补收益空闲期；在东源
村试点发展“稻花鱼”养殖基地150亩，进一步激
发艾草、稻花鱼、水蜜桃、新品红薯等特色产业“群
雁”活力，以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注入
澎湃的桂花泉动力。

（通讯员 熊祥成）

一是坚持以文化振兴铸魂，培育移风易俗文明
乡风。利用共同缔造的契机，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各村湾组建志愿服务队，建设爱心书屋，基层公
共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加强。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开
展“泉镇明星”评选活动，选出“致富带头人”“好媳
妇”“美丽庭院”等先进典型41个，营造移风易俗的
良好氛围。目前，全镇共建有8个村级文化服务中
心，修订完善61个村小组的村规民约，开展广场舞
培训2期惠及70余人，开展阅读、画展活动4场次惠
及500余人。

二是坚持以环境整治塑形，建设生态宜居美丽
乡村。以省级卫生城镇为标准，全面做好环境卫生
治理，清理乱搭乱建、乱拉乱挂、乱贴乱画等问题。
积极推行生活垃圾“户集中、村转运、镇处理”模式，
提高城乡环境卫生整体水平。目前，全镇8个行政
村投入专用垃圾清运车2辆，投入专业保洁员3人，
聘请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128人，新增垃圾箱70
个。今年以来，整修道路边沟渠和杂草30余公里，
清理农村生活垃圾40余吨，进村入户宣传教育70
余次，开展人居环境拉练检查1次。

三是坚持以基础设施强体，提供便利惠民现代
服务。紧紧围绕线路改造、道路硬化、水池维修等重
点工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绿美乡村“颜
值”的同时，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今年，
全镇完成线路改造20余公里，道路硬化30余公里，
蓄水池修建维修3个，河堤护砌5公里，整治提升村
小组10个，使绿美、富美、和美乡村建设得到新提升。

四是坚持以产业振兴富民，增进共同富裕民生
福祉。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始终把发展产业作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因村施策积极探索多
元化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机制健全、管理规范、模
式新颖、参与广泛的产业发展之路。截至目前，全镇
新增农业企业3户，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17名。发
展粮油作物产业1万亩、雷竹1.2万亩、瓜果0.1万
亩、中药材0.5万亩，龙飞村油茶基地稳步推进，引
进的“西瓜红”红薯、艾叶等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通讯员 葛圩）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培养用好乡村人才，
是桂花泉镇全面振兴的“金钥匙”。

一是就地取“才”，“选种育苗”。通过“拉网式”摸
排，逐一摸清村大学毕业生、外出务工人员、退役军人等
基本情况，建立乡土人才台账，充分挖掘分散在农村种
植业、养殖业等不同领域的“田专家”“土秀才”，以及长
期扎根农村基层的经营能人、生产能手等各类人才，建
立乡土人才培养“后备库”，定期对后备人才库进行动态
更新。截至目前，已建立102名的人才台账。同时，通
过群众推介、实地考察等方式，对“后备库”中的人才进
行精准分类，摸清带动能力强、专业技能优的拔尖专业
人才基本情况，将16人纳入人才信息库重点管理。

二是精心培育，“破土发芽”。成立崇阳县首个湖北
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吸纳武汉大学李家儒教授等6名科
技特派员，汇集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相关领域10余名
专家进站服务。依托“雷竹小镇”雷竹文化展览馆、东源
村“村民夜校”、官庄村“季美家园”3个培训基地，将技术
专家、致富能手和“土专家”纳入培训基地“智库”，以“缺
什么学什么，需什么教什么”为办学宗旨，采取“群众点
单、夜校派单、智库接单”的形式，按照种养殖的不同类
型、不同需求等开展分批次培训，进行专业讲解，进一步
提升农户理论水平，解决农户“疑难杂症”。今年来累计
开展系列产业技术培训3次，培训人数达200余名。

三是抱团发展，“浇水追肥”。坚持抓党建引领促乡
村振兴，秉承“共同缔造”理念，坚持“支部发动、党员带
头、人才带动、群众跟进”模式，充分发挥“产业富民”的
巨大优势，形成“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共建的利
益联结机制，将培育的种养殖能手发展成产业支部带头
人，鼓励农村致富能手、退役军人、大学毕业生等返乡领
办专业合作社，目前成立产业党支部4个、种养专业合
作社26个，因地制宜发展雷竹基地15000余亩、中药材
基地4000余亩、优质稻种植基地1000余亩、黄瓤西瓜
基地1000余亩，将分散种植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
村集体、乡土人才、农户抱团发展模式，解决了350余名
闲散劳动力就业问题，不断增强乡土人才的带动效应。

四是示范带动，“提质增产”。开展“泉镇民星”评选
活动，选树一批“自力更生标兵”、“兴业致富能人”等示
范户，对被评为示范户的乡土人才，通过开展结对帮扶
的方式，要求每人带动身边5-10户进行产业技术帮扶，
解决普通农户的信息、技术、渠道等难题，提升人才队伍
整体技术技能素养。通过致富带头人示范引领作用，带
动农户380余户，人均年增收1.8万元。截至目前，全镇
培育乡土人才102人，将乡土人才培育成致富能人15
人，评选“示范户”45户，打造示范基地4个，以“基地锻
炼”“基地造才”等形式，为大批农村实用人才发挥作用
提供平台。

（通讯员 王争丽）

“庭院经济+”

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千万工程”

绘就乡村美丽画卷

“链条式”培育乡土人才

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四个坚持”

为乡村振兴夯基赋能

崇阳桂花泉镇

书写乡村振兴亮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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