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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房功能提升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民族地区农房功能提升，

重点解决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功能和居家设施不健全等问题,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积极筹措资金推进民族地区农房功能

提升(农村危房改造接续支持)试点项目，按实施方案，我县积极

向上申报，以班洪乡班洪村班坝自然村 79 户、班老乡下班老村

永来自然村 107 户、糯良乡贺岭村公播自然村 108 户，共 294 户

作为我县“民族地区农房功能提升试点”项目。

一、基本县情

沧源地处祖国最西南边陲，民族文化灿烂，自然生态宜居，

沿边优势突出。全县国土面积 2446 平方公里，辖 10 个乡（镇）

和 1 个农场，95 个行政村（社区），644 个自然村，917 个村（居）

民小组，全县常住人口 16.02 万人。2022 年 1 至 6 月份，地区

生产总值预计完成 31.8 亿元，增速 9%；固定资产投资 35.89 亿

元，增长 38.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27 亿元，增速 1.1%；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5413 元，增速 8.5%；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7419 元，增速 14.5%；农林牧渔业可

比价总产值增速 7%。

二、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以党支部作为引领，建设方式互帮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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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支部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是一面旗帜，在农房功能提

升工程试点中，党员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为增进团结协作，激

发内生动力，充分发挥群众在乡村振兴的主体作用，让群众真正

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人，建立村民互帮互助工作机制。例如班老乡

上班老村：一方面将劳动力集中起来，不计报酬、互帮互助，除

由专业施工队实施外，村民互助负责村内庭院、厕所等设施建设。

一方面充分动员农户主动参与自家厨房功能提升建设，确保项目

有效快速推进，让群众成为自己的“监理”，确保工程质量，做

到互帮互建，互相进步、互相享受成果。通过参与项目的实施，

村民建筑施工群体专业化水平也得到质的提升。

（二）以规划为方向，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按照“规划先行、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全面推进”的建设

思路，大力实施农房功能提升工程。例如糯良乡贺岭村：在项目

实施前期，通过县、乡、村及设计单位多次入户走访，召开群众

会议，在入户征求群众及村组干部意见的基础上，实行“一户一

方案”工作机制，组建村级绿美建设队伍，自发寻找当地适宜种

植的绿美植物，以建设“干净、绿化、亮化、美化”生态宜居村

庄为目标，开展“微景观、微花园、微菜园、微果园”建设行动，

实现“出门看花、弯腰摘菜、伸手摘果、庭院创收”，不断增强

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以问题为导向，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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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云南省民族地区农房功能提升项目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的安排部署，始终坚持以“结构安全、分区合理、功能完善、

绿色环保、风貌协调、特色突出”的农房功能提升为目标，着重

对部分群众建设无序、房屋性能差、室内功能设施不全等问题“对

症下药”。例如班洪乡班坝村：班坝群众都是佤族，在他们的生

活习惯中厨房还保留着传统式的三脚架，造成厨房室内“三黑”

问题比较突出。为切实引领农户农房建设合理化、现代化，特色

化，在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基础上，结合相关规范建设要求，

通过制定“一户一策”实施方案，对现有的 79 户农户厨房功能

进行提升改造，把传统式的三脚架进行拆除，建起现代化的节能

灶，同时把水、电、墙面等进行整体提升，让群众的生活方式从

厨房开始转变，从现代化的节能灶开始转变。

沧源自治县农村住房功能提升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们

深知离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和人民的期盼还有很大差

距，面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给我县边境村老

支书们的回信精神，沧源再次迎来跨越式发展新机遇，我们充分

利用好红色资源、边境资源、生态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以“三

好示范”建设为契机，通过典型引路和示范引领不断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农房功能提升带来的实惠和好处，让

美丽乡村建设既有“颜值”又有“气质”，精心打造“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村庄，不仅让寨子的环境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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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让群众的口袋鼓起来，生活好起来，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