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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林区乡村建设评价与对策建议
郭宇珍　高　卿　阙　菁　郑雯婷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神农架林区为湖北省直辖县级行政区生态功能主导县，乡村建设评价围绕发展水平、农房建设、村庄建设和县城建设 4 个核

心目标指标体系，采用数据采集、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结合遥感数据、人工智能分析、社会大数据等综合比对，深入查找

神农架林区乡村建设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农房配套升级，加快文旅融合发展；加快公共服务现代化，提速补齐民生短板；破

解农业发展瓶颈，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补齐城镇短板弱项，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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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建设评价的意义

（一）开展乡村建设评价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

短板，提高乡村建设水平

开展乡村建设评价，可全面了解乡村建设成效，查找出存在

的问题和短板，从而分级分类明确建设目标任务，合理确定建设

重点、方式和时序，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提高乡村建设水平。

（二）乡村建设评价能够有效认识乡村发展规律，提高乡村

建设有效性，

通过评价可以全面认识乡村过去、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掌

握内在规律，顺应乡村发展规律开展乡村建设，科学统筹开展乡

村建设。

（三）乡村建设评价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围绕农民群

众需求开展乡村建设

通过问卷调查、面对面访谈等多种形式，广泛收集群众对乡

村建设的建议，能深入了解当地群众的所期所盼，找到乡村建设

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有效满足农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实现乡村建

设“建什么、怎么建、建得好不好”由群众来评判，把好事办好、

把实事办实。

（四）开展乡村建设评价是实现“十四五”乡村建设目标的

有力保障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把乡村建设评价作为推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有助于帮助各级党委、政府科

学统筹乡村建设项目，合理确定建设重点和建设时序，提高投资

效率，确保全面完成党中央确定的目标任务。

二、乡村建设评价工作方法

（一）样本选择

湖北省住建厅将神农架林区作为县级生态样本县开展乡村建

设评价工作，本次评价工作选择了分别位于神农架林区东部、中

部和西部、发展水平不同的三个镇木鱼镇、松柏镇和阳日镇，很

好地反映神农架林区乡村建设成效。

（二）数据采集

由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建筑设计学院院长及学校教师

组成专家团队在神农架林区的 9 个村落（阳日镇朝阳村、钱家湾

村和阳日村；松柏镇八角庙村、白莲村和红花朵村；木鱼镇红花

坪村、木鱼村和青天村）进行实地调研。专家团队开展村干部访

谈和村民入户访谈，采集村景，通过无人机对村庄进行俯视与鸟

瞰拍摄，实地查看农房建设、村容村貌、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运行等情况。通过实地访谈收回村干部有效问卷 9 份，村民有

效问卷 27 份。组织村干部利用村景拍拍小程序填写网络问卷，收

回64份村干部问卷；组织全县各乡镇的村民通过村景拍拍小程序，

填写村民调研问卷，共收回村民问卷 682 份、照片 1009 份。

（三）综合评价

结合遥感数据、人工智能分析、社会大数据等综合比对，深

入客观了解神农架林区乡村建设实际情况。运用数据对比、归纳、

综合分析等方法进行研判，与全国、湖北省相关指标进行比较，

了解城乡差距，研究村民满意度调查结果，分析神农架林区乡村

建设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三、乡村建设成效评价

（一）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构筑宜居宜游乡村新格局

据专家及志愿者村景打分显示，神农架林区风貌协调度 7.1，

高于湖北省平均值（6.7）和全省同类县平均值（6.8）。说明神农

架林区在湖北省各样本县中处于较高水平，村庄环境较为整洁，

风貌较为统一。

2022 年地方上报数据显示，神农架地表水水质优良（I-III 类

水质）占比 100%，高于湖北省平均水平（93%）；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率（99.7%），高于全省平均值（88.2%），高于全

省同类县平均值（86.6%）；水土保持率 95.4%，高于全省平均值

（85.1%）；森林覆盖率 90.7%，高于全省平均值（62.6%），高

于全省同类县平均值（62.64%）；湿地保护率 65.2%，高于全省

平均值（59.4%），高于全省同类县平均值（59.4%）。

实地调研发现，神农架林区已建立“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

林区处理”的垃圾处置体系，每个村庄配置垃圾箱，开展定期巡查，

集中收集处理农户生活垃圾，40 个行政村启动了垃圾分类试点工

作。

（二）民生基础扎实稳固，绘就民生美好生活新画卷

1. 学前教育服务设施充足齐备

2022 年度地方上报数据显示，神农架林区行政村幼儿园覆盖

率为 100%，远高于省平均值（34.9%）。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

婴幼儿托位数为 6.7 个，高于全省平均值（2.5 个），说明神农架

林区婴幼儿托位数充足，各个行政村承担了农村大量的学前教育

服务，农村居民子女的学前教育可在村内完成，有效解决了幼儿

入园难的问题。

2.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构建完善

2022 年度地方上报数据显示，神农架林区行政村卫生室覆盖

率为 100%，高于全省平均值（99.8%）。说明神农架林区行政村

卫生室已实现全覆盖，村民就地就医，基本满足村民小病就诊需求。

3. 健康养老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2022 年度地方上报数据显示，神农架林区村级养老服务设施

覆盖率为 83.5%，高于全省平均值（71.5%）。根据村民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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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有 50% 的村民会选择林区政府提供的幸福院、养老服

务中心、敬老院机构等进行养老。

4.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持续完善

2022 年度地方上报数据显示，神农架林区县城污水集中收

集率（98.5%）、污水处理率（98.5%）和建制镇污水集中收集率

（100%）、污水处理率（97.8%）均高于全省平均值（65.9％、

94.5%、89.8%、84.8%）。县城及建制镇生活垃圾均做到了 100%

无害化处理，高于全省平均值（99.8% 和 99.8%）。说明神农架林

区实现了城乡垃圾无害化处理全覆盖。

四、乡村建设问题评价

（一）农房现代化水平不高，村庄用能革新有待完善

2022 年度地方上报数据显示，县城步行道密度 5.5（km/

km2），低于省平均值（8.2km/km2）。林区道路依山就势而建，

呈带状分布，且林区平均海拔较高，山高路陡，村村之间路途遥远，

适合车行，不适宜步行，县城步行道路设置低于省平均值。

（二）农业规模化发展缓慢，产业化发展空间有待提升

1. 农业产业化水平有差距

2022 年度地方上报数据显示，林区县域本年度第一产业增加

值增速为 1.9%，远低于省平均值（10.9%）。神农架林区农产品

加工水平不高，产业链条短，龙头企业少、品牌效益弱。根据地

方上报数据显示，林区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为 23400（万元），

农业总产值为 49547（万元），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为

50%，远低于省同类县平均值（110%）和省平均值（110%）。

2. 商贸物流水平需提升

2022 年度地方上报数据显示，县域内拥有商贸中心的乡镇数

量有2个，乡镇商贸中心覆盖率为25%，远低于省平均值（80.2%），

农村寄递物流网点覆盖率为 76%，低于省平均值（80.4%）。

（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城镇化建设有待推进，城镇

化建设水平需提高

2022 年度地方上报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3488 元，低于省平均值（19410 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为 2.66，高于全省平均值（1.96），高于 2022 年预期值（2.20）

和 2025 年预期值（2.08）。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县城人口密度（8861 人 /km2），高于全省平均值 7742 人 /

km2。县城建地比 0.95，高于全省平均值 0.61。说明神农架可建设

用地较少，人口多集中于县城、乡镇所在地。

五、对策建议

（一）完善农房配套升级，加快文旅融合发展

选树民宿发展典范，强化文旅品牌创建，建议围绕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建设，从科学规划、软硬件设施建设等方面系统谋划和

推进，深挖“产业潜力”，推进乡旅发展。引导一批“有资金、

有经验、有想法”的民营企业家创办高档民宿，形成典型民宿代表。

完善配套服务，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强化品牌创建，形成以点穿线、

以线带面的产业空间布局，带动神农架林区区域联动发展。

建议用光伏代替天然气。阳日镇独特日照条件，有效光照时

长 10 小时以上，日照强度高，特别适合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同时

符合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绿色发展要求，契合神农架高水平保护，

高质量发展的定位，通过光伏产业与乡村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效协

同发展，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二）加快公共服务现代化，提速补齐民生短板

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加强山区城乡融合发展，建议林

区探索推行村级事务全程代办制度，设立村级便民服务代办站，

推行代办服务一卡通，构建全域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圈，实现一

站服务不出村、下沉服务零距离，把便民实事办到农民群众心坎

上。基层服务创新是推动农村公共服务下沉山区农村的有效举措，

为基层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保障。

神农架林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平台建设的数字化水平较低，

覆盖范围有限且城乡差异明显。建议为了实现林区公共文化服务

高质量发展，须对林区公共文化的需求输入、产品供给、组织管

理、结果输出等整个流程进行梳理，并开展智慧化质量监测控制，

以高品质服务实现供给过程全覆盖，真正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现代化需求。

（三）破解农业发展瓶颈，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建议改进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探寻研究矿业经济与矿

山生态环境保护和谐共生新路径，培育经济实力雄厚的农业龙头

企业，发挥新型农业合作社的引领示范作用，打造特色农林产品

的品牌优势，做强农林产业附加值。通过积极扶持特色、优质、

高效农产品基地建设，加大农产品品牌创建与保护力度，集中精

力开发特色、提升品质、挖掘内涵、精致营销。跟随时代潮流，

探索神农架农产品跨界融合或联名出品等路径，探索品牌产业链

延伸、深层次开发等多方面协调融合发展。

（四）补齐城镇短板弱项，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针对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均衡，差距明显，建议一二三产业需

整合共存，在保障一二产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快速提升第三产业

占比。同时充分发挥政府有形的手来实现有效管理治理，尽量使

工业企业和游客、居民互相不受干扰。

神农架林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主要原因是东西部发展

不均，建议根据神农架林区“三心六带三区”的镇域规划，结合

自身特点，西部地区主要作为旅游产业，东部地区围绕“林区东

部旅游集散中心”建设，优先解决各类档次的吃住行问题，将主

要精力投入到“吃、住、行、购、闲”的基本功能上，同时满足

对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的服务性供给能力，形成全域共同发展局面，

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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