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美丽乡村建设发言材料 美丽乡村建
设材料(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
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美丽乡村建设发言材料篇一

案由：我县扶贫攻坚已到决战阶段，极大部分贫困户存在的
普遍问题是老弱病残多，劳动力欠缺或许文化水平低，导致
打工就业困难；耕地少，经济基础薄弱，且缺乏科技意识，
导致靠田靠地无法脱贫。房前屋后田边地角荒山野岭发展养
蜂项目，则是适合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好项目。蜜蜂生产蜂
蜜，需要自外界采集植物的花蜜才能酿成蜂蜜，蜜源是养蜂
生产的物质基础。尽管我县具有生态条件好、植被丰富、基
础蜂群多的优势，但是，在蜜源均衡轮供的问题上，也有一
定的局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6、7、8三个月夏季蜜源不足。
养蜂项目的成败，关键在蜜源。在美丽乡村建设、生态环境
治理中有目的的结合蜜源植物种植，不仅美化环境，打造景
观，实现生物多样性，为乡村旅游奠定基础，也能解决养蜂
蜜源欠缺，蜂蜜品种单一等问题，既美了生态，也拓宽了精
准扶贫的路子，同时还发挥重要的生态效益，实现农业增效
（蜂为媒婆，传授花粉），农民增收。具体做法是：

一、利用退耕还林项目，种植蜜源植物。过去退耕还林，树
种都有明确规定，主要是用材林（如松、杉）和果树，品种
单一，效果不好。如果多品种合理混种尤其是有选择的混种
蜜源植物，形成混交林，一方面能较好的改善自然生态，发
挥防护效益，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混合林的特殊性质
使生长在林下的动物和植物越来越多，林区的野生动植物的
增多，对于林区都会发生的病虫害问题，也大大减少发生的



几率，加之混合林的土壤水分大，林地的土壤温度低，达不
到起火的燃点，降低火灾的发生，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
可以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和养蜂生产条件，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养蜂效益，有利于当地养蜂业持续、稳定发展，增加农
民收入，加快扶贫攻坚的步伐。

二、在水土流失、石漠化严重的地区，适于选择种植一些耐
旱的藤蔓类、覆盖度好的野生蜜源植物，如多花勾儿茶、乌
敛梅（母猪藤）、半边苏，野藿香、野坝子等（具体蜜源植
物的补充种植，可听取蜂业专家的指导和建议）。既降低石
漠化治理成本，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又丰富了蜜源，增加经
济效益。

三、结合“美丽乡村”建设，种植一些既是蜜源、又是景观
类的植物，有利于发展乡村旅游业，同时也有利于蜂产品的
宣传销售，让蜂农点对点销售，有效提高收入。例如，乌桕
是优良的夏季蜜源，秋季叶子由绿转黄直接变红，如大面积
种植，可以让人们在秋天欣赏到大片红叶的美景。种植盐肤
木也如此（秋天叶子变黄），农民还可以收获倍角。拐枣树
形优美、高大，花色白而繁密，也是很好的风景林，且流蜜
量大。洋槐耐瘠，根蘖性强，发展快，为荒山绿化、水土保
持的重要树种，初夏时成片洋槐开花（白色），香波雪浪，
也是一景。同时，在打造庭院方面，在房前屋后，可间种桂
花、樱花、柿树、栾树、拐枣；房舍、阳台及小块园地内可
种植各色小菊花（垂吊式或蓠芭式，如云南丽江）及一串红，
庭院经济搞上去了，同时也美化居住环景。美丽乡村，美在
农家。

四、结合精准扶贫的产业布局，在适生地带，选择性地发展
一些既是蜜源，又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果树。如枇杷、柿、蓝
莓、枣等，多方面增加农民收入。

五、秋冬闲田闲地可种植油菜、紫云英、苕子（马碗豆），
成本很低，但景观效应和经济效益极好。春天来了，金色的



田野，还姹紫嫣红，蜂飞蝶舞，生机盎然。既肥了田地，又
让田园风光更美丽，还让甜蜜的事业更发达。

综上所述，美丽乡村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与蜜源植物种植相
结合，大力发展养蜂，不仅对推动现代山地高效农业有重要
作用，同时对全力推进精准扶贫，助推全县同步小康也是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做好这件事，须得政府引导，政策支
持，整合扶贫资金，实施一定的奖补，激发群众或合作社的
积极性，真扎实干，让生态更美，精准扶贫的路更宽！

美丽乡村建设发言材料篇二

近年来，x镇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
村容村貌整洁、生态环境优美、产业结构合理、生活文明幸
福”总目标，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一环，科学谋划，持续发力，镇村面貌焕然一新。现将我镇
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汇报如下：

一、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统筹兼顾，科学谋划先行。

我镇始终坚持高起点，严要求，重实效的工作态度，按照”
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的总
体要求，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始终把传承保护优秀乡土文
化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内在要求，积极发掘本村历史文化、
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等，因地制宜制定各项具体措施，突
出”一村一主题、一村一文化、一村一特色”，将更多文化
元素置入村庄规划建设之中。

二是强化监管力度，确保工程质量。

为保障美丽乡村建设质量，我镇坚持从源头把控，全程把关。



在抓好工程进度的同时，不断对施工现场进行督查。为确保
按规划施工、按标准建设，我镇牢牢把住工程质量、工程廉
洁，做到文明施工、安全施工。加强验收管理，对验收不合
格的坚决不予验收并取消奖补资金，努力把基础设施等项目
建设成全镇一流的品牌工程。

三是实施”三大革命”，提升村容村貌。

扎实推进环境治理，持续开展五清一改，重点整治乡村环境
脏乱差问题。一是开展治脏治乱活动：清除陈年垃圾和乱堆
乱放的杂物，拆除违法乱建和无人居住危房，整治村庄杆
线”蜘蛛网”。二是构建雨污分流体系：雨水直排入河，污
水采用三格

式污水处理池就地生态处理，处理率达到100％，三是实施旱
厕改造：将原有旱厕全面改成水冲卫生厕所并接入地下管网，
普及率达100％，彻底消除露天粪坑。四是大力发展”五小
园”，提升绿化覆盖率，即美化了环境，又增加了农户收入。
目前，我镇村庄绿化覆盖率达xx％以上，沟渠绿化率达xx％以
上。

四是加强基础建设，补齐服务短板。

基础设施建设是满足群众基本民生需求的重要保障。我镇多
次召开村民代表会、村民理事会等，充分了解群众需求，尊
重群众意愿，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通过修建村民文化广
场、建设污水处理管网、安装主次道路路灯和”xx看家”摄像
头等，为镇村的综合治理和群众生产生活需求提供了保障，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欢迎。

五是加速产业发展，实现村强民富。

强力推进”一户一块田”改革，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整合
零散土地资源，提升耕地质量。合理规划产业发展布局，依



托现有产业业态，将产业空间分为传统农业种植区和特色种
植示范区，打造特色产业基地，积极引导农户参与到合作社
中来，持续促进农民増收、农村增效，不断提升群众生活获
得感、幸福感。截止目前，我镇已完成土地并块分田到户x个
村民组x户x亩，正在测量土地待抽号有x多亩。到xx月底全镇
计划完成x万亩的一户一块田”百日攻坚”目标。

六是加强思想建设，推进移风易俗。

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推广积分制、召开道德评议会、成立红
白理事会等方式，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
加大不良风气治理力度，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推进
农村移风易俗。同时积极发掘本村历史文化、家风文化、古
树名木古居等，继承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着力提升群众思想
道德内涵。

近年来，我镇充分发挥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辐射作用，统筹
中心村建设和自然村人居环境改善要求，持续在自然庄环境
整治工作上下功夫，带动所在村的周边村庄不断提升人居环
境质量，做到建好一处，美化一片，打造水清、天蓝、岸绿、
景美的美丽家园，截止到20xx年度，我镇共建成x个美丽乡村
中心村。其中省级中心村x个，市级中心村x个，镇政府所在
地x个。2021年度上报xx个美丽乡村中心村整治任务，其中省
级x个，市级x个。

二、美丽乡村任务完成情况、迎检准备情况

20xx年我镇共有x个美丽乡村中心村整治任务，其中x个省级
中心村，x个市级中心村。目前，这x个中心村的项目建设任务
已全部完成，环境常态化保洁及软件资料等方面还需进一步
完善，基本上达到验收标准。

2021年我镇成功申报x个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任务，其中x个



省级中心村，x个市级中心村。目前，x个省级中心村的规划编
制、施工图设计已完成，下步将进行招投标阶段工作；x个市
级中心村正在进行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工作。

三、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我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
是长效管理机制有待健全，有些村已经出现一定的脏、乱、
差反弹现象；二是村级经济实力有限，难以支撑后期维护投
入。针对以上问题，下一步我们将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共同
建立管护机制，同时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为后期管护工作
提供资金保障。

我镇将在以后的工作中，瞄准目标，理清思路，继续加大美
丽乡村建设力度，努力打造乡村振兴x样板！也欢迎在座各位
领导同志莅临我镇指导工作，谢谢！

美丽乡村建设发言材料篇三

篇一：美丽乡村建设汇报材料

凝心聚力，打造和谐美丽乡村

五泉镇是杨凌示范区唯一的建制镇，位于杨凌示范区西北
方12公里处，隋文帝泰陵地处该镇内。镇政府驻五泉村，距
区政府9千米。20xx年被列入全国重点建设小城镇，省级小城
镇建设示范镇之列。该镇总面积26.6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2.87万亩，辖19个行政村，61个村民小组，总户数5033户，
总人口22185人。镇内交通便利，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人文
旅游资源丰富，是人居、生产和旅游的最佳场所。

近年来，我镇始终坚持以“争创省级新农村示范镇、打造最



宜居住乡村”统揽全局，立足于乡域特色，认真谋划新农村
建设总体思路，把握重点、强化措施、狠抓落实，扎实有序
地在全镇各村开展了新农村建设。为了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使农民生活新提高，村容村貌新变化，美丽乡村建设取
得明显成绩。我镇采取以下措施：

（一）明晰思路，科学规划

按照省住建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会议的要求，结合我镇
各村村情，通过多次会议讨论和调查研究，决定推行“政府
组织，企业拉动，基地示范，多方配合，农户参与”的建设
模式，大力发展以夹道村、茂陵村为示范村的新农村建设重
点村，带动毕公、帅家、斜上等新农村建设中心村，辐射全
镇，全面建设文明程度高、立体循环经济发展程度高、可持
续发展、农户参与的“农、工、商、种、养、加、高、新、
特”的一体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镇共建成小麦良种
基地2.2万亩，建成设施农业大棚456座，优质杂果基地4000
亩，全镇奶肉牛存栏1760头，蛋鸡11.5万只，奶牛养殖小区7
个，苗木花卉基地426亩。特色养殖业发展势头强劲，成绩显
著。

（二）完善机制，开拓创新

奖代补”措施，全面提升村庄品味，使居民生活与自然环境
相协调。

（三）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一是召开动员会，发动党员干部和村民组长做好示范；二是
召开座谈会，邀请“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长辈）为
美丽乡村建设建言献策；三是上门入户宣传，对群众讲解美
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意义。四是做好“三结合”，注重与新农
村建设相结合，注重与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注重与幸福家
庭建设相结合，形成“人人是美丽乡村形象，处处是美丽乡



村环境”的良好氛围。

虽然我镇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和我省的要求
还有一定差距。接下来的工作安排中，我们要以现场会的召
开为动力，继续学习兄弟乡镇的先进经验，要对美丽乡村建
设再研究、再创新、再提升。紧紧围绕“创业增收生活美、
科学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乡风文明和谐美”的方
针，凝心聚力，一定能把我镇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
集观光、休闲、度假、等为一体的美丽乡村，五泉也必将成
为示范区一颗最璀璨的新星。

篇二：乡镇建设美丽乡村典型经验交流材料

编制了三个层次的规划：首先聘请专家编制了高起点的《村
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规划》；尔后聘请专家编制了具体的景观
节点开发、建设及保护性规划；围绕打造“三a”旅游景区目
标，组织编制《村旅游发展建设总体规划》。同时，我们十
分注重规划的权威性，严格按规划办事，将规划落到实处。
（三）完善机制，开拓创新一是完善垃圾收集网络体系。建
造垃圾焚烧炉和垃圾中转站，聘请十名卫生保洁员和一名垃
圾清运员，购置150个垃圾桶和十辆垃圾车，清运主要道路沿
线和村庄内垃圾，购置200个小垃圾桶、10000多个垃圾袋，
发放农户家中，与农户签订门前“包扫、包集、包整洁”的
三包责任制，实行垃圾袋装化，形成垃圾“户集村收村运村
处理”的垃圾收集体系，达到村庄整齐整洁效果。二是加大
庭院整治力度。建设“美丽乡村”农民群众是主体，全民参
与是关键，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向村民发放倡议书，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号召
村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工作中来，积极开展评选清洁示范户
活动，对整改积极的，经验收达标合格的农户，采取“以奖
代补”措施，全面提升村庄品味，使居民生活与自然环境相
协调。（四）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一是召开动员会，发动党
员干部和村民组长做好示范；二是召开座谈会，邀请“三
老”（老党员、老干部、老长辈）为美丽乡村建设建言献策；



三是上门入户宣传，对群众讲解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意义。

四是做好“三结合”，注重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注重与和

业项目，现已初显雏形。另外，还发动社会力量投资兴建现
代农业展示园，让“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在美丽乡村
建设中得以充分体现。四、存在的困难和下步工作安排（一）

美丽乡村建设发言材料篇四

材料（全文完整） ,供大家参考。 战略的重要一环，科学谋
划，持续发力，镇村面貌焕然一新。现将我镇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

汇报

如下：

我镇始终坚持高起点，严要求，重实效的工作态度，按
照“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
的总体要求，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始终把传承保护优秀乡
土文化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内在要求，积极发掘本村历史文
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等，因地制宜制定各项具体措施，
突出“一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村一主题、一村一文化、一
村一特色”，将更多文化元素置入村庄规划建设之中。

为保障美丽乡村建设质量，我镇坚持从源头把控，全程把关。
在抓好工程进度的同时，不断对施工现场进行督查。为确保
按规划施工、按标准建设，我镇牢牢把住工程质量、工程廉
洁，做到文明施工、安全施工。加强验收管理，对验收不合
格的坚决不予验收并取消奖补资金，努力把基础设施等项目
建设成全镇一流的品牌工程。



扎实推进环境治理，持续开展五清一改，重点整治乡村环境
脏乱差问题。一是开展治脏治乱活动：清除陈年垃圾和乱堆
乱放的杂物，拆除违法乱建和无人居住危房，整治村庄杆
线“蜘蛛网”。二是构建雨污分流体系：雨水直排入河，污
水采用三格式污水处理池就地生态处理，处理率达到100%，
三是实施旱厕改造：将原有旱厕全面改成水冲卫生厕所并接
入地下管网，普及率达100%，彻底消除露天粪坑。四是大力
发展“五小园”，提升绿化覆盖率，即美化了环境，又增加
了农户收入。目前，我镇村庄绿化覆盖率达xx%以上，沟渠
绿化率达xx%以上。

基础设施建设是满足群众基本民生需求的重要保障。我镇多
次召开村民代表会、村民理事会等，充分了解群众需求，尊
重群众意愿，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通过修建村民文化广
场、建设污水处理管网、安装主次道路路灯和“xx看家”摄像
头等，为镇村的综合治理和群众生产生活需求提供了保障，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欢迎。

完成x万亩的一户一块田“百日攻坚”目标。

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推广积分制、召开道德评议会、成立红
白理事会等方式，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
加大不良风气治理力度，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推进
农村移风易俗。同时积极发掘本村历史文化、家风文化、古
树名木古居等，继承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着力提升群众思想
道德内涵。

截止到20xx年度，我镇共建成x个美丽乡村中心村。其中省级
中心村x个，市级中心村x个，镇政府所在地x个。2021年度上
报xx个美丽乡村中心村整治任务，其中省级x个，市级x个。

20xx年我镇共有x个美丽乡村中心村整治任务，其中x个省级
中心村，x个市级中心村。目前，这x个中心村的项目建设任务



已全部完成，环境常态化保洁及软件资料等方面还需进一步
完善，基本上达到验收标准。

已完成，下步将进行招投标阶段工作；x个市级中心村正在进
行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工作。

我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
是长效管理机制有待健全，有些村已经出现一定的脏、乱、
差反弹现象；二是村级经济实力有限，难以支撑后期维护投
入。针对以上问题，下一步我们将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共同
建立管护机制，同时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为后期管护工作
提供资金保障。

同志莅临我镇指导

工作

，谢谢！

美丽乡村建设发言材料篇五

争创省级新农村示范乡、打造最宜居住乡村”统揽全局，立
足于乡域特色，认真谋划新农村建设总体思路，把握重点、
强化措施、狠抓落实，扎实有序地在全乡各村开展了新农村
建设。试点村村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了“三新一带
动”，即全村竹产业新发展，农民生活新提高，村容村貌新
变化，美丽乡村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一)成立组织，加强领导

一是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加大扶持、指导和规范，成立
了由乡党委书记、乡长任组长的美丽乡村建设领导组，分管
领导任常务副组长，并驻村指导组织实施;二是从政府各部门



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美丽乡村建设办公室，充分调动各方面
力量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服务;三是明确了村两委人员的工作
职责，建立了村组户三级网络。现我乡已初步建立“政府指
导，村组主导，全民参与”的美丽乡村建设发展机制。

(二)明晰思路，科学规划

一是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发展要求，结合村的村情，通过多
次会议讨论和调查研究，并带领经充分论证后明确村美丽乡
村建设的目标：“争创全省一流，打造4a旅游景区”，并把
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来抓。二是按照规划
先行的原则，依托村文化生态资源的优势，先后编制了三个
层次的规划：首先聘请专家编制了高起点的《村美丽乡村建
设总体规划》;尔后聘请专家编制了具体的景观节点开发、建
设及保护性规划;围绕打造“三a”旅游景区目标，组织编制
《村旅游发展建设总体规划》。同时，我们十分注重规划的
权威性，严格按规划办事，将规划落到实处。

(三)完善机制，开拓创新

一是完善垃圾收集网络体系。建造垃圾焚烧炉和垃圾中转站，
聘请十名卫生保洁员和一名垃圾清运员，购置150个垃圾桶和
十辆垃圾车，清运主要道路沿线和村庄内垃圾，购置200个小
垃圾桶、10000多个垃圾袋，发放农户家中，与农户签订门
前“包扫、包集、包整洁”的三包责任制，实行垃圾袋装化，
形成垃圾“户集村收村运村处理”的垃圾收集体系，达到村
庄整齐整洁效果。二是加大庭院整治力度。建设“美丽乡
村”农民群众是主体，全民参与是关键，最大限度地调动广
大群众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向村民发放倡议书，签订
“门前三包”责任书，号召村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工作中来，
积极开展评选清洁示范户活动，对整改积极的，经验收达标
合格的农户，采劝以奖代补”措施，全面提升村庄品味，使
居民生活与自然环境相协调。



(四)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一是召开动员会，发动党员干部和村民组长做好示范;二是召
开座谈会，邀请“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长辈)为美丽
乡村建设建言献策;三是上门入户宣传，对群众讲解美丽乡村
建设的重要意义。四是做好“三结合”，注重与新农村建设
相结合，注重与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注重与幸福家庭建设
相结合，形成“人人是美丽乡村形象，处处是美丽乡村环
境”的良好氛围。

(一)政府指导是实施好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保证。乡政府抽
调了由乡国土、城建、水务、林业、供电、环保等各个部门
组成的工作组，分成征地拆迁、环境整治等五个小组，采
劝3+1”工作法，驻村开展指导，确保美丽乡村建设顺利实施。

(二)项目支持是实施好美丽乡村建设的`活力源泉。对于基础
设施建设，必须要由项目支持。我们先后争取了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中央财政资金林业科技推广项目;塘坝、河道治理项
目;危房改造、新型墙体材料应用项目;沼气池项目;改水改厕
项目;污水处理项目。正是借助于这些好项目、大项目，美丽
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才得以顺利实施。

(三)社会参与是实施好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力补充。坚持市场
机制，引导各类民间资金以不同方式参与美丽乡村建设，许
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有“感恩社会、回报家乡”的热情，都想
为美丽乡村建设增添力量。在我们多方沟通协调下，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投资1000万元兴建观景平台、为主题的高端休
闲产业项目，现已初显雏形。另外，还发动社会力量投资兴
建现代农业展示园，让“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在美丽
乡村建设中得以充分体现。

(一)针对资金保障不足问题，我们将做到：一是继续争取项
目扶持;二是乡、村自筹资金加大投入;三是社会集资提升品
位;四是压缩开支开源节流。



(二)针对整体推进进度不快问题，我们将做到：一是实行乡
村干部包保负责联系户，健全网络化责任体系;二是严格按
照“3+1”工作法倒排时间表，推行逆向责任机制;三是做好
周调度，试行党政领导督查暗访机制。

(三)针对建设中群众个人利益受损问题，我们将做到：一是
党员干部率先做个“吃亏人”(在个人利益受损时做好榜样)，
树好榜样当个“干净人”(在个人利益受损时要已集体为重);
二是继续做好宣传引导，做到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三是继续
坚持“以奖代补”，扩大奖励范围，提高奖励额度。各位领
导、同志们，虽然我乡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
离县委县政府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接下来，我们要以现场
会的召开为动力，继续学习兄弟乡镇的先进经验，要对美丽
乡村建设再研究、再创新、再提升。我们相信，在县委、县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创业增收生活美、科学规划
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乡风文明和谐美”的方针，凝心
聚力，一定能把村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集观光、休
闲、度假、康健等为一体的美丽乡村，村也必将成为一颗最
璀璨的新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