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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周刊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办

□本报记者李萌萌通讯员杜习忠

“淇县地貌涵盖山区、丘陵、平原，

其中山丘面积占三分之二。”3月 12

日，淇县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股负责人李林海说，国土绿化提速

行动后，山丘上每一寸土地里都种有

一颗绿色的种子，2021年淇县已提前

一年在鹤壁市率先成功创建省级森林

城市，农村人居环境从外到内绿到

底，也是淇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真实写照。

山野新绿造起来

“淇县郊外满眼翠绿，是春季踏青

的好去处。”3月12日，正在淇县城区西

高云线驻足拍照的新乡籍王女士说，淇

县的环境优美，是他们近郊游的首选地

之一。

植物茂盛旅游兴旺，绵延七八公里

的高云线两侧绿植错落有致、层次分

明，白蜡、栾树、雪松等十几种植物混

交，绿叶吐露着新芽，成片的早樱“争奇

斗艳”，惹得众多行人驻足观赏。

向西行驶，南水北调干渠横穿高云

线，“我们很重视绿化，南水北调中线干

渠渠堤向外种植了宽约100米的绿植

保护生态屏障。”李林海介绍说，淇县连

续三年推进西部太行山区生态屏障建

设，与五指山、金牛岭等精品绿化区集

中连片，打造了一条覆盖沿线小滹沱、

山头、青羊口等7个村庄，长达十余公

里的西部山区“绿色长龙”。

近年来，淇县共实施生态廊道建设

300余公里，累计投入资金1.5亿元，今

年重点实施了山河线、南水北调、淇河

下游等工程，总长度60公里，绿化面积

3000余亩。高标准廊道建设与山区生

态带相结合，构筑了纵横交错、色彩鲜

亮的农村人居环境外围绿色屏障。

乡村插绿建起来

“清风拂绿柳，白水映红桃。舟行

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走进森林乡村

北阳镇北山门口村，房前屋后瓜果飘

香，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我们村的环境比城里还好、还干

净。”正在村里栽种小树苗的村民靳小

凤说，以前打工需要到外省，现在就想

守着家门口，招工的企业隔三岔五就到

村委会宣传，她还是坚持跟着园林队给

村庄插绿。

近年来，淇县坚持规划先行，“一村

一策”，明确造林树种、配置方式、常绿树

种比例等，着力构建森林围村、绿树荫

村、花果美村、林果富村的绿化格局。大

力开展村庄绿化，以入村道路林荫化、村

内街道补灌添彩、街头小品游园合理布

局和房前屋后瓜果飘香为重点，村庄绿

化覆盖率达50%以上。大力开展四旁

绿化，以果树为主，按照“谁栽植、谁受

益”原则，发动群众见缝插绿。目前，淇

县森林乡村建设已完成总任务的80%。

村庄拓绿治出来

“因地制宜对废旧房屋、残垣断壁

进行拆除，对闲置荒芜宅基地保留农户

资格权，进行一宅变四园（花园、果园、

菜园、游园）改造。”高村镇新乡屯村党

支部书记周树芳指着孝文化园笑呵呵

地说道，这以前就是一条臭水沟。

以绿竹为主的孝文化园，24孝石

头肖像陈列其中，也是一座莲（廉）文化

园，栽种的莲藕与成群的金鱼相映成

趣，拱桥与墙体彩绘勾勒出“江南味

道”。这样的游园改造在整个村里有8

个，农耕文化园更是收罗“古董式”的农

耕器具，开启沉浸式农耕乐趣。

“这样的村庄环境也给村里带来每

年30余万元的村集体收入，赚着呢。”

57岁的村党支部委员周树功谈起村里

这一顿“操作”，掩饰不住对搞建筑出身

的村支书的敬佩。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以来，该县

拆除“空心院”2676处（座），整理平整

1253处（座），实现“一宅变四园”423

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单永强

“你看我家，干净不干净？”3月15

日，滑县焦虎镇樊庄村村民张玲枝指着

自家白墙灰瓦的屋子，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我们樊庄村现在搞得就是好，

没想到几个月时间就发生如此大的变

化。”

樊庄村环境越变越美，跟近年来村

里开展的人居环境整治有很大关系。仅

2021年，樊庄村就累计投入200余万元，

不仅整修了村内道路、铺设雨污管网，而

且还修建了文化广场、绿化带，安装了景

观灯，让村里美了起来、亮了起来。

3年来，滑县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不

断强化组织保障，发动群众共建共享，

探索出党委带动、支部推动、党群互动

“党建+”模式，围绕治理“六乱”、开展

“六清”，累计投入18.62亿元，农村人居

环境正在从‘摆脱脏乱差’逐步提升为

‘追求乡村美’。

道口镇街道、留固镇、牛屯镇等乡

镇（街道）在网格化管理、党员先锋岗的

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胡同长责任制，建

管并重、长效运行。在胡同长的影响

下，居民的生活发生着悄然变化，主动

打扫卫生，随时清理垃圾，群众习惯的

改变和人居环境改善形成了良性循环。

四间房镇、八里营镇、瓦岗寨乡等

乡镇因村制宜，深入开展“空心院”整治

活动，拆除违建、废弃房屋，引导农户见

缝植绿、见缝插花，美化亮化庭院，积极

推进一村一景，提升村庄颜值。截至目

前，滑县共创建46个县级“美丽庭院”

示范村、100个乡镇级“美丽庭院”示范

村、3000多户县级“美丽庭院”示范户。

城关街道东小庄村依托森林公园

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大力实施路、

房、水、电、景五大提升工程，错落有致

的院落、干净整洁的道路、碧绿苍翠的

树木让昔日黄沙满地的村庄重新焕发

活力，在实现“出门游园”的同时，也能

“推窗见绿”，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

地。“来村里观光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

又启动了二期工程，全力打造民俗文化

旅游村，让村民住着好房子、享受好环

境、过上好日子。”该村党支部书记孔祥

安介绍道。

在每月20日的全民义务劳动日，

该县23个乡镇（街道）发动5万多名党

员群众齐参与，合力共建共享美丽家

园，实现了人居环境整治由短期突击整

治向常态规范管理的转变，形成了基层

组织得人心、一线党员得锻炼、村容村

貌得提升、农民群众得实惠的叠加效

应。

“下一步，我们要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以‘一帮一’‘一帮多’的形式带

动群众搞好人居环境整治，深入开展抓

党建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示范

户创建活动，让乡村因环境而美，让群

众生活环境更加宜居。”滑县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陈海青说。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

员秦莉萍刘秀霞）3月17日，安

阳市殷都区曲沟镇董车村的街

巷里运料车来回穿梭，工人们

正忙着平整路面，很快一条破

损的乡村道路变成了崭新平整

的水泥路，改善了村庄环境、解

决了群众出行难题，让村民心

里都乐开了花。

为了解决群众出行难问

题，提升村民生活品质，营造干

净整洁、舒适宜居的环境，董车

村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契机，在

安阳市建行派驻的第一书记来

中华的帮扶下，积极加强村内

道路建设，租赁机械，对村内常

年失修、破损严重的乡村道路

进行改造升级，为建设美丽乡

村增砖添瓦。

在道路建设中，群众大力

支持，主动配合，对占道堆放的

障碍物进行搬出，使修路工程

顺利实施，按期完工，有效改善

了脏乱和出行不便的情况。截

至目前，董车村已经修好村内

道路3条、长1000余米的水泥

路。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打造

全国重要粮食生产核心区的实施意见》

（豫政办〔2020〕14号），近日，省农业农村

厅印发《河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以

下简称《标准》），推进高标准农田标准化

体系建设，规范农田建设活动，实现高标

准农田现代化目标，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有效供给。

据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包括

工程建设和农田土壤质量提升。高标准

农田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农田平整、农田水

利、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

农田输配电、科技措施以及其他工程。高

标准农田土壤质量提升包括退化土壤治

理、障碍土层改良、土壤培肥等。

《标准》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以

保持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为重点，优先选择

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及大中型灌区建设高标准农田。不得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规定的禁止区

域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活动。

《标准》根据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

候条件、水源条件、生态环境条件及生产

障碍因素等，将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

划分为平原、山丘2大类型区及9个区域

片区。按照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宜机化

作业的基本要求，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分

为水浇地和水田两类。

《标准》明确，高标准农田建设应质

量、数量和生态并举，“田、土、水、路、林、

电、技、管”综合配套，达到旱能浇、涝能排

和宜机化的基本要求。推动耕地质量保

护提升、生态涵养、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

田园生态改善有机融合，提升高标准农田

生态功能。田间基础设施占地率一般不

超过8%，高标准农田建成后主要工程使

用年限一般不宜低于15年，农田建设工

程质量合格率应达到100%，灌溉设计保

证率不应低于75%，节水灌溉率应达到

100%，宜机化率不应低于90%，作物生

产能力应大于前三年平均水平，其中平原

区年亩均粮食产能应大于1000kg。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标准应高于

基本标准，示范引领全省高标准农田建

设，符合《河南省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

指南》要求。同时，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应

在项目区设立永久保护标识。

《标准》还从工程建设、农田土壤质量

提升、建后管护方面对我省高标准农田建

设提出具体要求。 （本报记者）

我省发布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

农田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率应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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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县农村人居环境从外到内绿到底

从“摆脱脏乱差”到“追求乡村美”
滑县跑出人居环境整治“加速度”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

殷都区曲沟镇董车村
道路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尹小剑李振阳

成片的联排别墅整齐地排列在宽阔

平坦的水泥路两旁，小游园拥着景观塘，

几名妇女正晒暖聊天。广场边，廊檐下，

两位老人对峙楚河汉界，“厮杀”正酣，不

远处的学校里，书声琅琅。这不是“北上

广”的高端小区，而是信阳市平桥区最大

的移民村——清淮新村。

清淮新村位于明港镇区南端，占地

706 亩，新建住房 1192 套，安置移民

5500余人。

“俺们村是2018年4月1日整村搬

来的，再过半个月就整4年了！现在的日

子真是好得不得了，感谢政府为我们做的

一切！”3月15日，提起现在的生活，村民

陈霞玲笑得合不拢嘴。

陈霞玲说，搬来之前，她和老伴儿还

有点忐忑：在平桥区平昌关镇待了半辈子

了，习惯了那里的一切，突然搬到一个新

的环境，不习惯怎么办？

来了之后，陈霞玲才发现，自己的担

心有些多余。

“房子是统一规划建设的，不管是外观

还是布局，都特别好看。门前就是小花园，

出门散步看到的都是以前的街坊邻居。”陈

霞玲兴奋地说，“周围啥都有，超市、卫生室、

小学一应俱全，处处都很便利。”

明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亚告诉记

者，清淮新村建设时，坚持与美丽乡村建设

相结合，镇政府聘请专业的设计公司进行

科学规划，明确了清淮新村的规划定位，制

定了产业发展、生态建设规划。整个清淮

新村绿色如茵，山水相眏，每一处都是景

点，确保了移民群众搬得开心、住得舒心！

为了让移民群众“搬得进，能致富”，

明港镇一方面依托产业集聚区，将适龄劳

动力引导到镇产业集聚区就业增收，一方

面大力支持清淮新村的项目发展。

2020年，通过招商引资，信阳艾尔康

实业有限公司入驻清淮新村，流转土地

2700余亩种植艾草，通过艾草耕种、艾产

品加工生产，带动就业300余人。

村民陈光莲告诉记者，自己在厂里

加工艾草制品，每天平均工作8个小时左

右，一个月挣2000多块钱很轻松。“回家

住小别墅，工作在家门口，哪还有比这更

好的事啊！”陈光莲说。

“搬”出来的幸福生活

3月21日，夏邑县车站镇红山庙村村民从开满鲜花的村庄旁走过，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

容。近年来，该镇通过人居环境整治，改善了生态环境，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 夏天摄

建设区域划分

一级区

平原区

山丘区

注：河南省2020年末有建制县（市区）157个（包括济源市，洛阳市孟津县和吉利区合并），其中耕地面积10万亩以上的

127个。平原和山丘区划分的基本条件是考虑到县域内耕地面积分布占比。

二级区

豫北平原区

豫东平原区

豫中平原区

淮北平原区

汉江平原区

豫西山丘区

豫北山丘区

南阳盆地山丘区

淮南山丘区

县（市、区）名称

安阳市龙安区、文峰区、安阳县、内黄县、汤阴县、滑县；

鹤壁市浚县、淇县；

濮阳市华龙区、清丰县、南乐县、范县、台前县、濮阳县；

新乡市新乡县、获嘉县、延津县、封丘县、原阳县、长垣市、卫辉

市；

焦作市山阳区、武陟县、温县、孟州市、沁阳市、博爱县、修武县；

开封市龙亭区、祥符区、杞县、通许县、尉氏县、兰考县；

商丘市睢阳区、梁园区、虞城县、柘城县、民权县、宁陵县、睢县、

夏邑县、永城市；

周口市川汇区、淮阳区、扶沟县、西华县、商水县、太康县、郸城

县、沈丘县、项城市、鹿邑县；

郑州市新郑市、中牟县；

平顶山市宝丰县、叶县、郏县、舞钢市；

漯河市郾城区、召陵区、源汇区、舞阳县、临颍县；

许昌市建安区、鄢陵县、襄城县、禹州市、长葛市；

驻马店市驿城区、确山县、泌阳县、遂平县、西平县、上蔡县、汝

南县、平舆县、正阳县、新蔡县；

信阳市息县、淮滨县；

南阳市卧龙区、宛城区、社旗县、新野县、唐河县、邓州市；

郑州市荥阳市、登封市、新密市、巩义市；

洛阳市洛龙区、偃师区、孟津区、新安县、栾川县、嵩县、汝阳县、

宜阳县、洛宁县、伊川县；

平顶山市鲁山县、汝州市；

三门峡市陕州区、渑池县、卢氏县、义马市、灵宝市；

安阳市林州市；

新乡市辉县市；

鹤壁市淇滨区；

济源市；

南阳市南召县、方城县、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淅川县、桐柏

县；

信阳市平桥区、浉河区、潢川县、光山县、商城县、罗山县、新县、

固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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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5

16

12

6

21

4

7

8

区区区区

域域域域

划划划划

分分分分    

农农农农

田田田田

类类类类

型型型型    

建设标准建设标准建设标准建设标准    

农田平整农田平整农田平整农田平整    农田水利农田水利农田水利农田水利    田间道路田间道路田间道路田间道路    

农田防护与农田防护与农田防护与农田防护与

生态环境保生态环境保生态环境保生态环境保

持持持持    

农田输配农田输配农田输配农田输配

电电电电    
科技措施科技措施科技措施科技措施    

农田土壤质量提农田土壤质量提农田土壤质量提农田土壤质量提

升升升升    

平

原

区 

水

浇

地 

1.田 面 高 差 ± 

5cm； 

2.有效土层厚度≥

100cm。 

1.灌溉设计保证率≥

75%； 

2.排涝：暴雨重现期5年

一遇，����� 暴雨 �����
排除。 

道路通达度100% 

农田防护面积比例

应≥90% 

 

农电配套

率达到

100% 

农田耕地质

量监测、生产

环境监测全

覆盖 

1.土壤有机质含

量≥15g/kg； 

2.耕层厚度≥

25cm； 

3.耕地质量等级

≥4级。 

 

水

田 

1.田面高差±3cm； 

2.有效土层厚度≥

80cm。 

1.灌溉设计保证率≥

80%； 

2.排涝：暴雨重现期 10

年一遇。 

道路通达度100% 

 

农田防护面积比例

应≥90% 

 

农电配套

率达到

100% 

农田耕地质

量监测、生产

环境监测全

覆盖 

1.土壤有机质含

量≥15g/kg； 

2.耕地质量等级

≥4级。  

山

丘

区 

水

浇

地 

1.田 面 高 差 ± 

5cm； 

2.有效土层厚度≥

80cm。 

1.灌溉设计保证率≥

75%； 

2.排涝：暴雨重现期5年

一遇。 

道路通达度>90% 

农田防护面积比例

应≥90% 

 

农电配套

率达到

100% 

农田耕地质

量监测、生产

环境监测全

覆盖 

1.土壤有机质含

量≥12g/kg； 

2.耕层厚度≥

25cm； 

3.耕地质量等级

≥5级。 

水

田 

1.田面高差±3cm； 

2.有效土层厚度≥

50cm。 

1.灌溉设计保证率≥

80%； 

2.排涝：暴雨重现期 10

年一遇。 

道路通达度>90% 

 

农田防护面积比例

应≥90% 

 

农电配套

率达到

100% 

农田耕地质

量监测、生产

环境监测全

覆盖 

1.土壤有机质含

量≥12g/kg； 

2.耕地质量等级

≥5级。      

�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工程或设备名称工程或设备名称工程或设备名称工程或设备名称    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合理使合理使合理使合理使
用年限用年限用年限用年限
（年）（年）（年）（年）    

说明事项说明事项说明事项说明事项    

小型

水源 

 

机

井 

浅井 <��� ��～�� 
考虑耐久性、使用 

频率及折旧年限 
中井 <���� >�� 
深井 ≥���� >�� 

蓄

水 

塘堰 �����<容积<��万 �� ��～�� 护坡衬砌取大值 
集雨窖池 容积<������ ��  

蓄水池 钢筋混凝土、砖混、撬装式 ��～�� 钢筋混凝土取大值 

压力水罐 金属储水容器 >��  

渠道 
<���/	 的矩形、U形、梯形渠
道或<���/	的排涝沟道 ��～�� 防渗或衬砌处理取大值 

机电

设备 

灌溉设备 

普通型潜水泵 >
  

不锈钢潜水泵 >��  

离心泵 >��  

排灌机械及大型喷灌机 
～��  

喷灌、微灌及水肥一体化设备 �～��  

电力设备 

输电线路 ��～�� 地埋取大值 
地面取小值 配电线路 ��～�� 

变电配电设备 �
～��  

配套

建筑

物 

配电房、管理房、

机泵房等建筑物 

钢筋混凝土结构 >��  

砖结构 >��  

钢结构 >��  

围墙 
  

机井保护装置 

砖混结构 ��  

玻璃钢 ≥��  

金属 ≥��  

闸门 节制闸、分水闸 ≥��  

管网 

管网 

�� ��～�� 
地埋取大值 

地面取小值 
�� ��～�� 
钢管 ��～�� 
钢筋混凝土 >��  

给水栓 给水栓 >��  

扬水管 
金属 >
 与配套水泵相当 

塑料 ��  

田间

道路 

道路 

水泥路面 ��  

沥青路面 >
  

路基 ��  

生产桥涵 
生产桥跨度<��� >��  

涵管 >��  

�

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合理使用年限对照表

河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