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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余县 2022 年新农村建设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根据省市有关文件部署要求，现就做好 2022 年

全县新农村建设工作，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提

升农村功能品质为核心，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紧扣“连

点成线、拓线成面、突出特色、整体推进、产村融合、建管同

步”工作布局，高质高效推进村庄整治全覆盖、村容村貌提档

次、美丽宜居立标杆、长效管护促提升、民宿发展激活力等“五

大专项行动”，积极打造具有客家特色、彰显大余底蕴、承载田

园乡愁、体现现代文明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二、工作任务

（一）深入推进村庄整治全覆盖。以“七整一管护”（村内

道路、村内供水、户用厕所、公共照明、排水沟渠、村内河塘、

搭靠“三房”等整治建设，村庄环境日常管护）为重点内容，

合理布局村庄应急广播、防汛、消防、应急避难、农村生活垃

圾污水治理、养老托育、医疗卫生等公共安全和服务设施，11

月底前保质完成 40 个省级村点和 42 个县级自建村点的村庄整

治建设任务（详见附件），进一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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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整治建设，积极保护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特色民居、

遗产遗迹、古树名木，统筹支持红色名村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村的建设。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先设计后施工、先验收后付

款”原则，从村庄实际和群众需求出发，在做好村庄规划的基

础上，以村点为单位制定项目计划，明确每个村庄整治建设点

需实施的项目名称、建设内容、预算投入、进度安排等。

（二）持续推进村容村貌提档次。配合自然资源部门持续

推进赣南乡村建筑风貌特色保护与传承，进一步强化新城镇鱼

仙村、浮江乡竹木村 2 个乡村建筑风貌管控试点的建设工作，

同时以试点村庄为示范引领，以点带面逐步提升乡村风貌，努

力打造乡村建筑风貌管控的大余样板。按照一类村（特色样板

村）“十无十有四好”标准，全面完成高铁、高速和国省道沿线

村庄环境整治提升，并以乡镇为单位逐村逐组验收。扎实推进

农村“厕所革命”，完成问题厕所整改 504 户，基本实现农村无

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持续推进农村公共照明设施建设，安装

农村路灯约 1400 盏。

（三）全面推进美丽宜居立标杆。参照示范县动态监管要

求，持续深入开展美丽宜居示范县提升专项行动，全面落实“四

精”（精心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美呈现）理念，高质

量完成“1+8”任务。统筹推进美丽宜居示范县、全域美丽乡镇、

美丽村庄、美丽庭院 “四联创”，高质高效完成 1 个全域美丽

乡镇、10 个美丽村庄、1663 个美丽庭院，新建 2 条美丽示范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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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任务。

（四）有效推进长效管护促提升。常态化开展“六清二改

一管护”村庄清洁行动。严格落实“五有五定”（“五有”即有

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督查；“五定”即定管护范

围、定管护标准、定管护责任、定管护经费、定考核奖惩）标

准，以村庄环境整治提升实现“十个无”为重点，建设美丽宜

居村庄，加大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力度，11 月底前全面完成

县级“万村码上通”5G+长效管护平台并投入使用，建立建全由

政府引导、镇村主导、村民参与的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理机制，

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管理常态化、长效化、精细化、全域化。

（五）有序推进民宿发展激活力。积极培育“四证”齐全、

“四带动”有力、“五品”凸显的休闲乡村民宿，发展特色休闲

乡村民宿 60 家。力争创评第二批“美丽宜居与活力乡村+民宿”

联动建设先行示范县，坚持“宁缺毋滥”原则，严格标准和程

序，建成一批特色精品乡村民宿，培育一批特色乡村民宿品牌，

引导创建一批特色乡村民宿集群。强化从业人员培训，组织 15

人以上参加省、市级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和行业

管理服务水平。大力发展休闲民宿、特色餐饮、旅居康养、农

事体验、亲子研学等新业态，努力培育以休闲民宿为核心的产

业综合体和民宿集群休，全面展示具有活力的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发展成果，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三、工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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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组织领导。实施新农村建设是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抓手，各乡镇要认识到新农村建设是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民生工程，始终保持

高位推动态势，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

部门合力抓、乡镇全力以赴抓，配齐配足工作力量，确保整治

建设按时间节点、任务要求顺利推进。

（二）强化宣传发动。各乡镇要完善提升村规民约、村民

理事会、新农村建设促进会，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加大先进事

迹和典型成效宣传推介，全方位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和新乡贤参

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积极引导群众参与新农村规划、建设、

管护、运营全过程。凝聚群众力量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美

丽乡村新格局，营造“整洁美丽、便利宜居”乡村面貌。

（三）强化资金保障。按照以往的标准足额及时安排新农

村建设资金和村庄环境长效管护资金。新农村建设工作按省市

县 5:2:3 的比例，每个省级新农村建设点安排 30 万元财政专项

资金，其中省级 15 万元、市级 6 万元、县级 9 万元；每个县级

自建点安排 30 万元县级财政专项资金；驻村工作队即新农村建

设工作队，各帮扶挂点单位按招商引资分类出资帮扶所挂建设

点：一类单位出资 4 万元；二类单位出资 3 万元；三类单位出

资 1 万元；四类单位出资 0.5 万元。村庄环境长效管护工作按

省、市、县、乡（镇）四级 1:1:2:1 的比例，每年落实每个行

政村不少于 5 万元财政管护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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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整合涉农项目资金、争取地方政府债券、引导金融工

商和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新乡贤捐助等措施，集聚更多资源用

于“五大专项行动”。完善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准确把握资金使

用范畴，严防滞留、套取、挪用、随意变更计划等违规违纪现

象发生，确保资金合法、合理、高效使用。整治建设任务完成

后，在村组宣传栏及时公示资金筹措、资金使用、村点项目建

设等情况。

（四）强化工作实施。按照科学选点定点、制定项目计划、

推进项目实施、组织验收认定的“四步法”统筹推进新农村建

设。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村庄建设项目施行简易审批的要求，

鼓励村级组织和乡村建设工匠等承接小型工程项目的施工与管

护。加强新农村建设全过程的监管指导和质量验收，确保每个

项目高质量建设、高标准推进，全面实践“四精”理念。

(五) 强化监督管理。不断健全新农村建设工作全过程的监

管指导和质量验收,及时掌握各地工作推进情况，确保每个项目

高质量建设、高标准推进,充分展现乡村的宜居品质、乡土文化。

继续将村庄整治建设、村庄环境长效管护等工作作为新农村建

设考核评先重点内容，纳入高质量发展考评体系和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考核评价体系。

附件：大余县 2022 年新农村建设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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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余县 2022 年新农村建设点名单
沿线道路

情况
乡镇 行政村名称 村组名称

省级

点数

自建

点数
户数 人口数

高速沿线 新城镇 桥西村 瑶堆下组 1 108 379

国道沿线 新城镇 京州村 塘窝里 1 58 202

省道沿线 新城镇 水西村 水西组、枫树坝 1 80 282

铁路沿线 新城镇 店孜里村 饶屋 1 55 191

非沿线 新城镇 鱼仙村
窑前组、窝孜里、胡屋

孜、枕木塘、禾场上
2 2 276 969

非沿线 新城镇 灌湖村 老坳、新坳组 1 1 167 584

非沿线 新城镇 龙王庙村 堆孜上组 1 161 553

非沿线 新城镇 王屋岭村 天香炉 1 35 125

合计 8个行政村 14个村组 5 7 940 3285

国道沿线 池江镇 池江村 肖池 1 59 291

高速沿线 池江镇 兰溪村 弓里、上屋孜、石孜上 1 51 256

高速沿线 池江镇 长江村

高车头、板装棚、戏台

下、朱屋孜、老中学组、

碉堡里

1 1 61 179

非沿线 池江镇 杨梅村 古城 1、2、3组 2 1 106 421

非沿线 池江镇 卢屋村 祠堂背 1 42 151

非沿线 池江镇 庄下村 棚里组 1 78 219

非沿线 池江镇 庄下村 良种场组 1 104 227

非沿线 池江镇 九水村 对面土组 1 46 46

合计 8个行政村 17个村组 5 6 547 1790

国道沿线 青龙镇 二塘村
黄泥塘、郭屋坝上片、

郭屋坝下片
1 2 89 417

国道沿线 青龙镇 赤江村 上屋 1 113 318

国道沿线 青龙镇 青龙村 黄潭面 1 43 156

高速沿线 青龙镇 河南村 朱屋棚下、刘屋 1 1 91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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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沿线 青龙镇 双联村 关门坵 1 49 147

铁路沿线 青龙镇 九龙村 竹林山 1 93 283

铁路沿线 青龙镇 长里村 上长坑 1 66 232

铁路沿线 青龙镇 联合村 百罗坑 1 78 322

合计 8个行政村 11个村组 6 5 622 2182

国道沿线 黄龙镇 黄龙村 董屋组 1 71 195

国道沿线 黄龙镇 大合村 大合口 1 50 165

国道沿线 黄龙镇 灵潭村 上三角岭组 1 83 226

国道沿线 黄龙镇 灵潭村 岗孜上安置点 1 82 210

国道沿线 黄龙镇 旱田村 黄伞 4组 1 48 216

国道沿线 黄龙镇 长胜村 垇头安置点 1 60 145

国道沿线 黄龙镇 新村村 井上组 1 94 260

国道沿线 黄龙镇 新村村 细塘组 1 41 110

合计 6个行政村 8个村组 3 5 529 1527

省道沿线 樟斗镇 双伏村 花垇组 1 67 276

省道沿线 樟斗镇 双伏村 散岭下组 1 63 251

省道沿线 樟斗镇 樟斗村 李大坵 1 49 190

省道沿线 樟斗镇 下横村 雷屋、陈屋 1 37 138

合计 3个行政村 5个村组 2 2 216 855

非沿线 左拔镇 大江村 东坑组 1 68 208

非沿线 左拔镇 大江村 下大江圩背组 1 27 97

非沿线 左拔镇 左拔村 下街组石彻里 1 38 112

非沿线 左拔镇 云山村 围六组 1 52 148

非沿线 左拔镇 漂塘村 水口组 1 32 121

合计 4个行政村 5个村组 2 3 217 686

国道沿线 南安镇 花园村 竹子坑 1 45 443

国道沿线 南安镇 花园村 茶园里 1 76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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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沿线 南安镇 新民村 21-24 组 1 235 635

高速沿线 南安镇 新民村 25-28 组 1 113 389

高速沿线 南安镇 梅山村 岔下 1 56 285

高速沿线 南安镇 梅山村 黄泥巷 1 99 418

高速沿线 南安镇 梅山村 钟屋 1 36 120

高速沿线 南安镇 建设村 彭塘组 1 40 167

合计 4个行政村 11个村组 4 4 700 3028

国道沿线 浮江乡 竹木村 大河边 1 46 184

国道沿线 浮江乡 竹木村 大院组 1 37 153

国道沿线 浮江乡 竹木村 矮子下 1 41 177

国道沿线 浮江乡 浮江村 田心组 1 52 204

国道沿线 浮江乡 浮江村 吴公坵 1 57 243

国道沿线 浮江乡 车里村 黄泥斗 1 50 207

合计 3个行政村 6个村组 4 2 283 1168

非沿线 吉村镇 吉村村
何屋、丘木垅、扶人集、

园门口
2 2 218 620

非沿线 吉村镇 中村村 上康屋 1 69 192

非沿线 吉村镇 上村村
萝卜园、张屋组、栏河

坝
2 1 98 528

合计 3个行政村 8个村组 4 4 385 1340

非沿线 内良乡 南洲村 窝坵 1 28 86

非沿线 内良乡 南洲村 枧坑 1 26 88

非沿线 内良乡 白井村 刘屋 1 26 94

非沿线 内良乡 内良村 红湾 1 38 120

合计 3个行政村 4个村组 2 2 118 388

非沿线 河洞乡 河洞村 热水组 1 31 81

非沿线 河洞乡 河洞村 内洞组 1 23 65

非沿线 河洞乡 长岭村 横木坑组 1 21 46

非沿线 河洞乡 长岭村 下坪组 1 2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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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沿线 河洞乡 东江村 圩上组 1 26 57

合计 3个行政村 5个村组 3 2 125 286

总计 53个行政村 94个村组
40个

省扶点

42个

自建点
4682 户 16535 人

大余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2022 年 3 月 3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