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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总结了夏河县王格尔塘镇推动农业生态文明、 建设藏区美丽乡村的经验， 在分析建设藏区美丽乡村存
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提高思想认识； 立足整体优化， 加强顶层设计； 形成工作合力， 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强大
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抓住关键环节， 积极推动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 综合整治推动发展等建设藏区美丽乡村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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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 将生态文明建
设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
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
美丽乡村建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 但又不
仅仅是“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 村容整
洁、 管理民主” 理念的简单复制［2］。 在“生产”、
“生活”、“生态”和谐发展的思路中，“美丽乡村”包
含的是对整个“三农”发展新起点、 新高度、 新平
台的新期待， 即以多功能产业为支撑的农村更具
有可持续发展的活力， 以优良生态环境为依托的
农村重新凝聚起新时代农民守护宜居乡村生活的
愿望， 以耕读文化传家的农村实现现代文明的更
新并融入现代化的进程。 美丽乡村， 一个承载城
市人亿万“乡愁”的现实家园，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而农村让城市更向往。

推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 努力建设美丽乡村，
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的需要； 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永续发
展的需要； 是强化农业基础、 推进农业现代化的
需要； 是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
化的需要。 近年来，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
进， 涌现出了浙江安吉、 福建长泰、 贵州余庆等
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典型， 形成了中国“美丽乡村”
十大创建模式［3］， 即产业发展型、 生态保护型、
城郊集约型、 社会综治型、 文化传承型、 渔业开
发型、 草原牧场型、 环境整治型、 休闲旅游型和
高效农业型等美丽乡村“创建模式”。 每种模式分
别代表了某一类型乡村在各自的自然资源禀赋、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发展特点以及民俗文化
传承等条件下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路径和有
益启示。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指南》 国家标准于
2015 年正式发布实施［4］， 甘南藏族自治州因地制
宜出台了《甘南州创建生态文明示范村行动方
案》［5］， 使藏区美丽乡村建设有规可依， 走上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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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的轨道， 这对美丽乡村建设来讲具有里程碑
的意义。 笔者结合多年工作实践和参加生态文明
示范村及美丽乡村建设的体会， 以夏河县王格尔
塘为例， 提出推动农业生态文明、 建设藏区美丽
乡村的建议。
1���藏区美丽乡村建设的启示

近年来， 夏河县王格尔塘镇充分发挥区位及
资源优势， 抓住政策机遇， 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 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养殖业。

王格尔塘镇按照美丽乡村建设要求， 紧紧围
绕“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的总体思路， 严格按照村庄布点， 在生
活配套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 道路基础设施、 亮
化绿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布局， 做到有规、
有序、 有效进行， 通过寻求项目支撑， 多渠道筹
集资金， 建成了整洁文明的美丽乡村。 如新建成
的洒索玛行政村左布沟新村藏式风格浓郁的房屋
整齐排列， 硬化平整的水泥路连通各家各户。 与
左布沟新村相邻的洒索玛村， 新铺设的水泥路整
洁宽敞， 村文化广场上， 各类健身设施齐全。 镇
唐卡艺术培训制作中心， 展览室里陈列着精美绝
伦的唐卡， 成为传承藏民族文化内涵名片。 农家
乐树木葱茏， 彩旗飘飘， 花儿争艳， 规范有序。
在挖掘文化内涵的同时， 王格尔塘镇依托达宗湖、
德尔隆寺和唐卡艺术中心这三个旅游点， 良性互
动， 打造“村即是景， 景即是村”， 形成了“特色村
庄、 特色产业”的主题板块。 通过王格尔塘镇的美
丽乡村建设， 给了我们以下有益的启示。
1.1 稳定发展是根本

王格尔塘镇以“项目载体、 资金整合、 培养典
型、 推动全局”为总体思路， 依托双联行动， 以壮
大农牧民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培育民俗文化及
手工艺产业、 创建新型建材基地建设和基础设施
建设为重点， 推行种养结合、 草畜互补模式， 兼
顾二、 三产业发展， 多方位、 多渠道打造首位产
业， 跟进抓首位产业的转型升级， 延伸产业链，
提升整体运行质量。 通过积极支持典型种植养殖
专业合作社来鼓励群众在“农牧民增收、 畜牧业增
效”上实现新突破。
1.2 科学规划是先行

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精细、 严谨的规划。 为
此， 王格尔塘镇遵循因地制宜、 彰显特色的原则，
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定位和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方

向， 对现有村庄进行科学分类。 将美丽乡村建设
与群众意愿相结合， 生产发展与生活改善相协调，
村庄建设与设施配套相统筹， 远景规划与近期工
程相衔接。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 根据地理气候、
民俗风情、 历史脉络等要素， 注重保留村庄的原
始风貌， 禁砍树、 禁挖山、 不拆房， 保护乡情美
景， 弘扬传统文化， 突出民居特色， 契合农民心
愿。
1.3 环境整治是突破

促进农村环境整洁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突破口。
王格尔塘镇认真实施了“三清三有”（清洁家园、 清
洁田园、 清洁水源和村有垃圾场、 组有垃圾池、
户有垃圾箱）和“四化四改”（道路硬化、 房屋亮化、
村庄绿化、 环境美化和改厕、 改圈、 改灶、 改庭
院）行动。
1.4 产业支撑是核心

美好家园离不开产业支撑。 王格尔塘镇把美
丽乡村建设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结合起来， 深入
实施“365”现代农业发展行动计划［6］， 扶持发展以
青稞、 油菜、 豆类为主的特色种植业、 以牛羊育
肥为主的优势特色畜牧业， 推进“一村一品”产业
培育， 带动农民群众增收。 通过几年的培育发展，
美丽乡村示范村的特色优势产业基本形成， 产业
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1.5 文化丰富是动力

王格尔塘镇把农村社会综合治理作为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的实际需要， 制定完善了《乡规民约》、
《村规民约》 等制度， 增强农村居民法治观念。 充
分发挥文化广场、 文化活动室功能， 积极组织开
展各种有益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不断增强农民群
众的团结友善意识和文明和谐程度。 加强乡村道
德法治宣传教育， 促进邻里和睦、 村风文明、 民
风淳朴。 注重发挥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从群
众最直接、 最关注、 最迫切的问题入手， 从满足
群众求美、 求新、 求幸福的愿望出发， 放手让群
众自我组织、 自我管理美丽乡村建设具体事务，
群众的事情群众办， 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群众建
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激发了
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创建美丽乡村的热情。
2���藏区美丽乡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藏区美丽乡村建设使王格尔塘镇农村公
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
善， 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在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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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依然存在农村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低、 管
理水平不高、 城乡区域差别大等突出问题。 农村作
为社会最基层的单元， 与城镇相比， 整体存在经济
发展较为落后、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基础薄弱、 农
民素质低等劣势； 在如何实现“美”的过程中， 建设
主体内容、 建设技术、 运行维护、 突出民族特色、
服务及评价等各个环节上依然缺乏统一的技术指
导； 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 使藏区美丽乡
村建设成果无法得以有效的巩固和持续发展。
3���建设藏区美丽乡村的建议
3.1 提高思想认识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从转方式调结构的高
度来认识推动农业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乡村的重
要意义。 藏区农业发展到今天， 已进入必须更加
合理地利用农业资源、 更加注重保护农业生态环
境、 加快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要
坚定不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走产出高效、 产品
安全、 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 而且要逐
步还旧账， 要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 美
丽乡村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推动“一控两减三基
本”， 即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 把化肥农药用量
减下来， 实现畜禽粪便、 农作物秸秆、 农膜基本
资源化利用。
3.2 立足整体优化， 加强顶层设计

建设农业生态文明， 必须形成系统的农业生
态文明建设体系， 尽快编制推动农业生态文明和
美丽乡村建设的系列规划。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和水资源利用制度， 严守生态红线， 在划定的
生态红线内规范并约束资源利用的方式和强度。
编制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总体规划， 把资源消
耗、 环境损害、 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
体系， 建立完善规划引导机制和红线保护制度。
合理使用化学投入品，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增施
有机肥， 建立地膜残膜回收利用体系。 建设农业
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 严格执行畜禽养殖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 及时掌握土壤污染变化动态，
加大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力度。 加强耕地质量保护
和建设， 发展节水节地节肥节药技术， 建设旱涝
保收的高标准基本农田。
3.3 形成工作合力， 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强大的
科技和人才支撑

创新机制， 放大政府投入引导效应， 激发群

众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整合现有项目、 资金、 技术资源， 集
中人力、 物力、 财力破难题。 组织大专院校、 科
研院所专家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试点， 加大科技
成果转化的力度。 支持年轻人返乡创业创新， 同
时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力度。 整合各类资源，
把农业科技创新、 农技推广、 教育培训、 成果转
化通过“互联网+美丽乡村”的形式整合起来， 为美
丽乡村建设提供强大支撑。
3.4 抓住关键环节， 积极推动现代生态循环农业
的发展

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着眼于对农业生产过程的
升级改造， 将引领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建设美
丽乡村， 一定要把生态循环农业作为产业发展的
一个关键环节来抓。 进行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点，
对相关经验进行深入总结并向全州进行推广。 充
分发挥国家标准和《甘南州创建生态文明示范村行
动方案》对于藏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推动作用， 加强
研究、 加强宣传、 加强推介， 把标准的引导推行
与藏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模式创新结合起来， 使藏
区美丽乡村建设深入人心。
3.5 综合整治推动发展

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突破口， 产业发展、
基础建设、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同步推进， 着力推
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 环境卫生综合治理等农村
人居环境集中改善行动， 下大气力在生态绿化建
设上做文章， 提升藏区新农村建设的档次和水平，
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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