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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规划灾后重建工作，高效助力乡村振兴

的建议

民建房山总支（王浩）

问题及分析:

“23·7”特大暴雨自然灾害发生至今，在房山区委、区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援下，全区人民团结一致，

奋力救灾，重建家园，各项工作取得可喜成绩。目前已经全面实

现受灾区“四通一保”，全区经济社会秩序稳定，各项灾后重建

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

评估此次暴雨灾害对乡村振兴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老百姓信心受到一定影响。三年疫情刚刚过去，2023 年

正处于全区经济全面复苏，各项工作大干快上的关键时间节点，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给全区带来重大损失，尤其是山区，如十渡

镇，农业、旅游基础设施几乎全部被冲毁，用老百姓的话讲，“感

觉一夜回到了解放前”。疫情及水灾的叠加效应带给群众的心理

打击是不容忽视的。

二是乡村基础设施受损严重。相对于城镇地区，乡村的基础

设施条件本就薄弱，此次水灾后，可谓雪上加霜，道路、供水、

电力、燃气等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在区委、区政府统筹下，各方

共同努力，目前“四通一保”已经实现，但是后期灾后重建任务

依然艰巨。

三是农民收入来源受阻。受到“23.7”特大暴雨灾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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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 20 万亩耕地全部被淹，8.1 万亩减产，3.3 万亩绝收，这其

中高标准农田受损严重，粮食作物、露地蔬菜、设施棚室、禽畜、

鱼类均大幅减产。作为山区主要收入来源，旅游观光产业受灾相

当严重，民宿产业同样损失巨大。

建议：

一、发挥党建引领，提振群众信心

暴雨虽然暂时冲毁了我们的家园，但同时也洗涤了我们的心

灵，水灾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损失，更有机会。在此次“23·7”后，

大家都会冷静的思考，面对大自然灾害，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我们必须抱团取暖，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致，重建家园。

在灾情发生及灾后重建过程中，我们可喜的看到，各级党组织带

领群众全力自救，充分发挥了凝聚人心、靠前引领的核心作用。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灾后重建为契机，牢固树立“党

建+”模式，在引领群众增强信心的同时，统一思想，摒弃过去跑

马圈地、各自为战的小农意识，培养“全员参与、荣誉共享”意

识，实现乡村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科学合理规划，补齐基础设施

山区乡村基础设施一直是房山的短板，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乡

村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山区观光旅游产业，受制于配套基础设

施落后，始终没能实现效益最大化。

针对山区受损的基础设施，要高标准规划，聘请专业规划设

计团队，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从全新的视角进行规划设计。要着

重解决老百姓“房前屋后”的切实问题，打通“微循环”。比如

部分村庄断头儿路、街坊路的联接、山区煤改电+光伏+储能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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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拳、公厕新建重建、冬季供水问题等。

要有超前意识，抓住灾后重建的契机，结合自然灾害评估、

宜居宜业、乡村产业定位以及“百千工程”实施等因素，推进乡

村基础设施“三年全面提升”，大幅度跨越式长远发展。

三、搭建新型平台，增加农民收入

乡村是否振兴关键要看老百姓的钱袋子，房山区正处于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要抓紧克服水灾影响，恢复现代农业生产，

继续提供农业政策支持，加大农业投入，形成高位统筹，在灾后

重建中打造房山区独有的现代农业品牌，促进农文旅融合高效发

展，探索农业灾后布局，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智能科技

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让老百姓“种地有钱赚”。

区文旅投公司作为房山区文化旅游产业专业化运营平台公

司，盈利绝不是第一目的，要将全区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深度整合，

与属地乡村及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个体利益捆绑，采取国有+民营

方式运作，制定清晰的阶段性目标，高标准规划布局，实现与村

民的利益共享，让村民切实增加收入，成为文旅产业的坚定追随

者，就像火车头，带着各村、各景点、各位老乡亲赚钱，打造乡

村振兴升级版文化旅游景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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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规划灾后重建工作

高效助力乡村振兴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农业农村局

一是快速反应，全力做好灾后处置。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成立“一办十组”，班子成员分工明确，干部职工任务清晰，深

入到田间地头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健全的体

制机制为防汛救灾和农业恢复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助农解困，制定农业救灾政策。为挽回农民受灾损失，

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区农业农村局集成各类惠农政策，制定 9 项

救助政策和 1 项补贴政策，为 6.6 万户次和 89 家农业企业提供救

助，折合资金 4.43 亿元补贴到户，切实把政策用足用好。通过不

懈努力，2023 年全年完成粮食播种 18 万亩、产量 5.2 万吨，分别

完成市级任务的 140.6%、118.1%。截至目前，蔬菜日产 500 吨，

畜牧存栏 31 万头只，达到灾前水平。水产已全部恢复生产水面

2517 亩。需重建设施棚室 332 栋，已全部完工

三是应急抢险，全力防止次生灾害发生。按照“四不准”要

求，对因灾死亡动物尸体随时发现、及时处理、全面消杀，累计

无害化处理鱼类 118.575 吨，畜禽 5.9 万头/只；坚持“查、修、

杀”一体化推进，累计清理抽排户厕 2.4 万座，全力保障群众基

本生活需求。

四是分类施策，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在平原地区，组织全区

19 支维修、质保、巡检服务队伍，9 月底前，完成了 2.4 万台因

灾受损取暖设备和三轮清理维修。10 月 1 日开通 4 部 24 小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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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完成全区 13 万台设备的逐一入户巡检，做到“10 分钟响应、

2 小时上门、4 小时完成维修”。在山区，9 月底前，为山区过冬

群众 8308 户，配送优质型煤到户 1.9 万吨，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五是整合资金，做好受损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街坊路灾后修

复项目：第一批95.56万平方米重建街坊路已于去年10月底开工，

建设内容包括填筑路基、修复路面、挡墙等，目前项目已经完工。

第二批 149.33 万平方米重建街坊路正在有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主要对“23.7”特大暴雨自然灾后我区受损高标准农田

进行修复和提升，总面积 1.26 万亩，涉及我区窦店、韩村河、琉

璃河、石楼、张坊、阎村等 6 个镇共 32 个村，目前已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