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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荷塘区仙庾镇樟霞村。
当年 11月困扰株洲的新冠病毒疫情形势好转后，市

派驻村工作队队长杨溪，带着姚恺、刘清两名队员，迅速
和村里商议推进“幸福屋场”的建设进度。“一定要把失
去的一个月时间‘抢’回来。”杨溪坚定地说。

在村里的“幸福屋场”建设过程中，驻村工作队巧妙
地将清廉文化元素融入其中，按部就班地加快建设，确
保“幸福屋场”如期按照要求完成建设。

不懈怠、不停步、不还价，2022年以来，株洲强化组
织领导，明确“工作如何推”，确保屋场建设对照蓝图稳
扎稳打地推进：

——高度关注，高位推进。2022年，株洲将“幸福屋
场”建设纳入市“民生 100”工程内容，市县两级协同推
进、共同发力。市委、市政府对“幸福屋场”建设高度重
视，市委书记曹慧泉等市领导就屋场建设多次深入一线
调研指导，召开会议进行调度。去年7月底，在醴陵市召
开全市“幸福屋场”现场推进会，切实营造了“比学赶超”
氛围，推进了“幸福屋场”建设的步伐。

——扩大“音量”，深入民心。2022年以来，株洲采取
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以广大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层
层深入宣传解读了建设“幸福屋场”的相关政策规范等，
有效推动了屋场建设与影响力。

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市乡村振兴系统
通过“株洲乡村振兴抖音号”，连续推出《我的家乡要建幸福
屋场了》等短视频10余期，最高单篇阅读量超过100万人次。

与此同时，各县市区也在积极创新宣传手段，加大
“幸福屋场”建设的知晓度。比如醴陵市孙家湾镇孙家湾
村的杉坡“幸福屋场”，市派驻村工作队和村里邀请词曲
及演唱专家，精心编制推出了《最恋是家园》村歌，还拍
摄了MV。这首村歌最终还唱进了中国村歌大赛总决赛，
成为当时湖南唯一进入决赛的村歌。

在攸县，当地为推进“幸福屋场”建设，印发各类宣
传资料14.3万余份，并通过各村的广播向村民宣传“幸福
屋场”共建、共管、共享的理念，达到了宣传发动“全方
位、全天候”的良好效果。

强化考核，也是株洲推动“幸福屋场”建设的重要
保障。

对“幸福屋场”建设工作，株洲将其纳入市对县市区
党委、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考核内容。通过每季度一
考、年底总评加验收，株洲确保“幸福屋场”建好、用好、

管好，扎实提升农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建设“幸福屋场”，为“幸福株洲”增光添彩，

株洲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助推屋场建设管理
长效长治，不断延伸乡村振兴的靓丽风

景线！

“幸福屋场”百花开
振兴美景入画来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谭雪平 凌琳

幸福在哪里？
在株洲的广大乡村，幸福藏在百花齐放的屋场里。
回眸2022年，株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造了独特的“幸福方程式”——“幸福屋场”，

并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推进建设。通过这个支点，株洲综合提升了乡村人居环境、公共文化服
务及精神风貌，迅速撬动了乡村振兴的“大格局”。

这种蝶变，可用三个“越来越”概括：乡村人居环境越来越美，农民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农
村精神面貌越来越好。

瞄准目标再出发，株洲的“幸福屋场”将持续扮靓乡村振兴的风景线。

2022年4月底，攸县。
百花绽放时节，株洲市乡村振兴工

作现场会召开，会上传达解读了相关工
作方案和“乡村振兴创新年”活动安排，
其中“幸福屋场”建设实施方案（试行）
也惊艳亮相。

通过建设实施方案（试行），株洲定
目标、定原则、定任务，切实加强对“幸
福屋场”建设的宏观指导，规范“屋场怎
么建”。

目标定得很清晰：近期目标，2022
年建设 100个“幸福屋场”；远期目标，全
市到 2025 年建设“幸福屋场”500 个以
上。同时强调，各县市区要按照“自愿、
自主、自治”的要求，分步推进屋场建
设，不能急功近利。

原则定了五条，都是根据乡村建设
的原则而来：既要确保数量，又要提高
质量；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既
要政府引导，又要群众主体；既要对标
对表，又要因地制宜；既要注重建设，又
要重视管理。

比如因地制宜原则，要求各屋场在
制定规划时，统筹考虑产业发展、生态
建设、风土人情等因素，充分展现“一
场一品、一场一景、一场一韵”的独特
风貌，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
居图”。

任务也挺明确，要求做到“十个到
位”，以及“六个不得”。“十个到位”，即
农户庭院美化、农户住房修缮、屋场道
路“三化”等到位，囊括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能力提
升等工作内容。“六个不得”是红线，强
调不得破坏生态，不得人为封闭，不得
乱用建材，不得乱建景观，不得乱种花
木，不得乱挂标语。

“如此一来，‘幸福屋场’建设的任
务清单和负面清单都得到了明确，加强
了屋场建设的操作性、规范性和指导
性。”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纸上”落到“地上”，各县市区
纷纷“出招”，掀起了建设“幸福屋场”
的热潮。

在醴陵，相关领导率队赴常德等地
多次调研和学习，结合实际提出建设

“美醴乡村·幸福屋场”，醴陵本级财政
每年计划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按示
范屋场每个 30 万元、精品屋场每个 50
万元的标准予以奖补。

再看攸县和茶陵县。攸县在总结建
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经验基础上，推出

“攸美·幸福屋场”建设计划，2022年建
设市级示范点 27个；而茶陵县，结合其
丰富的红色文化底蕴，打造了“红色动
力党建·幸福屋场”30 个，其中 20 个通
过市级抽检验收。

从罗霄山下到湘水之滨，从春到
冬，2022年，市乡村振兴系统全力推进

“幸福屋场”建设，如期保质保量完成
100个，让幸福之花开遍株洲热土。

2022年7月末，醴陵市。
七月仲夏，草木葱茏。株洲“幸福

屋场”建设现场推进会火热召开，上百
名参会人员移步换景，走访调研了 3
个“幸福屋场”的样板，考察学习相关
经验。

在孙家湾镇孙家湾村杉坡“幸福
屋场”，市派驻村工作队长陈继红说，
屋场覆盖 50 户 206 人，村民自筹建设
资金达 50.8 万元，平均每户出资一万
元。“第一次动员大会上，村民齐刷刷
举起表示赞成的手，让我感动落泪。”
她动情地说。

来到泗汾镇泗汾村金湖湾“幸福屋
场”，当地解说人员介绍，村里乡贤李文
金为助力屋场建设，捐资500多万元将
5.1公里的村组道路进行“白改黑”提质
改造，实现屋场道路“黑化”到户。

脱贫户也不想缺席。在东富镇东富
村的东富寺“幸福屋场”，工作人员告诉
大家，屋场建设过程中，众多脱贫户主
动出钱出力。比如脱贫户王建江，不仅
捐款 1000 元，还让出了自家的地用于
屋场设施建设。

这是一个生动的缩影。在这背后，
是株洲坚持多元投入、发挥农民主体地
位建设“幸福屋场”的独特经验。

财政补助、社会资助、乡贤赞助、农
民互助，这是株洲建设“幸福屋场”实践
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四助模式”。市乡村
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模式构
建了多元投入机制，很好地解决了‘钱
从哪里来’的问题。”

具体而言，它以农民筹资为主、以
整合资金为辅、以财政投入为补的方
式进行，切实保障了屋场建设的资金
投入。

农民筹资为主，是由农民是乡村振
兴的主体决定的。株洲建设“幸福屋
场”，始终坚持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
村建设为农民，充分发挥乡贤作用，大
力激发农民筹资筹物筹劳的主动性。

比如醴陵市，2022年建设 24个市
级“幸福屋场”，广泛发动农民自筹、乡
贤捐助，社会筹资总额达580.6万元，投
劳 8274 天，筹料折款 309.1 万元，屋场
受益群众5992人。

整合资金为辅，则指部门联动、齐
心协力推动“幸福屋场”建设。具体来
说，株洲各县市区统筹乡村振兴、农业
农村、交通、水利、统战同心创建、文明
创建等部门资金，支持“幸福屋场”建
设。比如炎陵县，2022年便整合项目资
金 1000 多万元建设“幸福屋场”，注重
实效、保护生态、厉行节约兼顾，10个市
级幸福屋场均如期完工并达标验收。

财政投入为补。2022年，株洲市财
政安排 1500万元“幸福屋场”建设的资
金，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发放，对工作
成效好的县市区最高奖励500万元，充
分激发了县市区建设的积极性。各县市
区财政按每个“幸福屋场”建设奖补30
万元以上安排了建设资金。

“建设‘幸福屋场’，我们坚决不‘撒
胡椒面’，立志打造精品、亮点与示范。”
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说。

2022年 10月，茶陵县洣江街道诸睦村。
正值傍晚，村里的“幸福屋场”充满了欢声笑语。道

路宽敞整洁，村民三三两两散步拉家常；有老人小孩在
健身器材上健身；小广场上，歌舞队伴着音乐欢快起舞，
还有村民在足球场上挥洒汗水……

“幸福屋场”村民建。2021年，我省出台新政，200万元
以下的涉农项目允许村建筑施工队或村集体入股的建筑
公司承建。对此，诸睦村去年初迅速成立“诸睦展翅建筑施
工队”，负责村内涉农项目，其中就包括“幸福屋场”建设。

建管结合，诸睦村又以“幸福屋场”为抓手，凝聚共
治力量尝试治理创新。通过“屋场+议事会”机制，村里强
化村民了“主人翁”意识，选拔退休干部、党员、乡贤加入
议事平台，按照相关议事规程组织议事会，确保民事民
商、民事民议、民事民决。

同时，诸睦村将公益性岗位与屋场日常保洁工作结
合，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既做服务提供者，又做服务
享有者，用公益性岗位提升“幸福屋场”颜值，为乡村美
长久“保鲜”。

诸睦村的案例，典型地体现了株洲“幸福屋场”共
建、共管、共享的鲜明特色。

2022年以来，株洲建立“幸福屋场”建设管理体系，
保障“建后谁来管”，坚持建管并重，健全“建管用”长效
运行机制。

管理屋场有队伍。在株洲广大乡村，各“幸福屋场”
成立了“屋场会”，履行屋场管理职能。屋场会以威望高
的组长、党员、乡贤为牵头人，积极性高的村民为成员，
做好组织宣传、资金管理、设计建设等工作。同时，各县
市区还探索在“幸福屋场”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组建义
工队，进一步壮大屋场的管理队伍，实现屋场自我管理。

比如，攸县将“幸福屋场”创建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有机结合，全年组织中小学生 12万人次参与“垃圾不
落地”等公益活动，有效改善了屋场周边农户庭院环境。
在醴陵市，当地借助“幸福屋场”平台组建义工队 100余
个，志愿服务队50余个，开展公益活动300余次。

健全制度抓管理。各“幸福屋场”结合各自实际，制
定公共区域保洁、优良民俗传承、评选奖惩等管理制度，
实现了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如天元区通过开
展“最美乡贤”评选、“最美庭院”评比等屋场管护制度，
有效引导村民自建自管，巩固了屋场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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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画建设蓝图
幸福在屋场绽放

独创“四助模式”
农民是建设主体

推动长效长治
风景线持续延伸

共建共管共享
屋场成文化阵地

茶陵县诸睦村祠堂上“幸福屋场”，

以屋场为依托开展了村民自治探索。

（市乡村振兴局供图）

2022 年 7 月，全市“幸福屋场”建设现场推进会在醴陵举行，图为学习考察

现场。 （市乡村振兴局供图）

醴陵市东富镇东富村东富寺

整洁靓丽。

（市乡村振兴局供图）

◀2022 年 7 月，全市“幸福屋场”建

设现场推进会在醴陵举行，图为醴陵泗

汾村金湖湾“幸福屋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