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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近日，陕西省委、省政府印发《学习
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彰显
三秦风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行动方案
（2023-2027 年）》（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决定在全省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提
升”工程，加快建设彰显三秦风韵的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到 2027年，在持续抓好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镇村巩固提升的基础
上，通过压茬推进、滚动实施的方式，全省
创建“千万工程”示范村2000个以上。

《行动方案》对加快建设彰显三秦风
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进行了全面部
署。以厕所改造、污水处理、垃圾治理为
重点，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结合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因地制宜推进
农村户厕改造、加快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持续开展生活垃圾治理、集中连片整治
提升村庄风貌4项具体任务，到2027年，
实现村庄整体美观、干净清洁。以科学

规划为前提，深入开展乡村建设行动。
对照全省乡村建设“1+15”行动方案，具
体提出有序推进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
提升农房设计建造水平、加快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和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5项任务，到2027年，全
省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
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比进
一步缩小。以全产业链建设为抓手，扎
实推进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明确
构建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三产
融合、培强新型经营主体、壮大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和加快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5项
任务，到2027年，全省农村集体经济经营
性年收入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实现
较大幅度增长。以基层党建为引领，着
力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明确加强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3 项任务，到 2027
年，实现乡村治理效能有效提升，农民精
神风貌显著改善，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
乡村治理体系基本构建。

陕西

到2027年将创建“千万工程”示范村2000个以上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

近日，安徽省印发《关于开展新一轮
“四好农村路”建设的实施方案（2023-2027
年）》，明确提出，到 2027年，新（改）建农
村公路1.5万公里以上，力争实现建制村
通双车道及以上公路比例 70%以上，具
备条件的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
到100%，建制村公交通达率达到85%，农
村公路发展总体水平达到全国前列。

此轮建设中，安徽将优化提升农村
路网，提高农村公路路网通达深度。有
序实施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建制村通双
车道公路、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及
联网路建设；推动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更
多向进村入户倾斜。到 2025年，基本实
现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

同时，安徽将推动农村公路沿线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把生态优先、绿色低碳
发展理念贯穿农村公路规划、设计、建
设、管理、养护、运营、服务等各个环节；
推动各地开放乡镇城乡公交停车场（站）
的充电设施为社会提供服务。到 2027
年，乡镇城乡公交停车场（站）的充电设
施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比例达到 70%；城
乡公交新增、更新的新能源或清洁能源
车辆比例达到100%。

为了提升农村客运服务水平，安徽
还将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城乡公交一
体化或实施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方对接开通毗邻地区
公交和城际公交，促进全省公交成片联
网。到 2025年底，建制村最多一次换乘
到达县城比例达到100％。

安徽

开展新一轮“四好农村路”建设

近年来，内蒙古突泉县永安镇组建“泥抹小修”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户厕维修
志愿服务。图为永安镇“泥抹小修”志愿服务队队员到四家子村村民朴金荣家开展维
修服务。 程阳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生活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重要内容，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举措。近年来，云南省以打好农业农
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为抓手，深入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有效改善了农村人居
环境。截至 2023 年，全省 13262 个行政
村，累计 6631个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治
理，治理率达 50%，与 2022年同期相比，
治理率提升12个百分点。

《云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三
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要求，到
2025年，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低
于 60%；其中，2023年、2024年、2025年，

全省分别新增完成治理 811 个、762 个、
766 个行政村以上，治理率分别达到
49%、55%、60%以上。

据了解，云南将九大高原湖泊和赤
水河流域、饮用水水源地、“千万工程”示
范村、城乡接合部、人口集中、传统村落、
具有旅游属性、现代化边境幸福村、道路
沿线村庄等作为优先治理区域，以整县
推进为主要路径，全力推进治理攻坚行
动。未来，云南还将加强部门联动，将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与农村改厕、城镇生活
污水治理、“千村示范”等有效衔接，增强
工作的协同性、系统性，全链条推进治理
工作，努力解决改厕与生活污水治理脱
节的问题。

云南

6631个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

□□ 王海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唐旭

“大道两旁树参天，夜晚流彩灯璀
璨。春风化雨铺锦绣，安居乐业美家园。”
村里第一次上演灯光秀的那天，山东省昌
邑市柳疃镇东陈村村民姜海成看到被点
亮的“夜生活”，激动地写下了这样的
诗句。

“虽说城市很繁华，如今农村也不差；
吃喝住用不发愁，庭院盛开幸福花；美丽
乡村咱的家，人人都来维护它。”镇上利用
废弃空地改建的睦和广场开放后，昌邑市
卜庄镇各村的村民聚在一起跳起了广场
舞，用这首自编的歌曲唱出了农村的新
变化。

近年来，昌邑市坚持把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工
作和增进群众福祉的民心工程扎实推
进，出实招、创新招，积极融入潍坊国家
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发展，让村庄
环境“美”起来、夜晚“亮”起来、百姓“舞”
起来。在不断提升的乡村“颜值”中，农
民群众真正成为和美乡村建设的参与
者、建设者、受益者。

昔日“垃圾湾”，今成“风景湾”

昌邑北部村庄多湾塘，湾塘原来主要
的功能是蓄水，但随着自来水“户户通”工
程的实施，这些湾塘大都因无人管理而荒
废，有的甚至成为臭水坑。

在围子街道官道郜村，村东的湾塘常
年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臭味熏天。

去年春季开始，该村先后投入资金90
余万元，清理淤泥、垃圾20余吨，塘底进行
硬化，周围铺设护坡，栽种杨柳等绿植，建
起了休闲长廊和文艺广场。如今，昔日的

“臭水塘”变成了村民每天休闲娱乐的“打
卡地”。白天，村里的老人们聚在长廊下
下棋、唠家常；晚上，村民相邀到广场翩翩
起舞，欢声笑语里尽享生活的喜悦。57岁
的村民苏秀贞自告奋勇做起了村舞蹈队
的队长，说起村庄环境的变化，生性爱笑
的她打开了话匣子，“我们到村东湾，原来
都是绕着走，现在大家几乎每天都要在广
场上组织活动。不只是我们村的，就连八
九里地外的刘庄、广刘村的人也来这里一
起跳舞。环境变好了，大家心里甭提多高
兴了！”

在柳疃镇南玉村，村东40余亩水塘已
经荒废多年，在柳疃镇开展的“湾塘蝶变”
工程中，该村对水塘进行了彻底改造。清
淤、绿化、固坝、护栏，水塘不仅被清理得
干干净净，还得到了立体综合利用：上面

安装太阳能发电板，下面进行淡水养殖。
仅此一项，村集体年增收超过10万元。南
西高村则将10余亩湾塘进行防渗处理，种
植莲藕，为村集体年增收超过5万元。

“昔日杂草丛生的水塘经过改造后变
得干净整洁，安装太阳能发电板之后不仅
有效利用了空间，还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全村人都跟着沾光，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啊！”南玉村村民齐象温说。

据介绍，在昌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过程中，全市清理村内水塘 511 处，形成

“一湾一策、一塘一景”开发利用方案。目
睹有的废弃湾塘变成了开满睡莲的人工
湿地，有的变成鱼游虾戏的养殖基地，南
西高村村民高鉴堂说：“过去，这些废弃湾
塘一直被视为无用的土地，有的还成为垃
圾倾倒的场所，现在，通过将湾塘变为藕
塘，不仅将废弃的土地重新利用起来，改
善了我们的生活环境，还为我们村的经济
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告别“摸黑路”，拥抱“夜生活”

“远远的街灯明了，温暖了静寂的冬
夜。小龙河边璀璨的灯火，装点了庄稼人
的梦。七彩的颜色，丝绸般靓丽，和美乡
村日新月异。一束光，照亮了前行的路。
龙河弯弯，灯影里的村庄风姿绰约。灯火
点燃乡情，告诉你，美丽乡村该有的样
子。”这是昌邑市柳疃镇退休教师高淑英
笔下的诗句。

每到夜幕降临，柳疃镇东陈村的灯光
秀流光溢彩，远远望去，宛若一颗颗璀璨

的繁星，勾勒出美丽乡村的崭新轮廓。据
了解，该村共安装夜景射灯258盏，铺设灯
带 3600米。一盏盏路灯不仅照亮了漆黑
的夜晚，更将村民的“夜生活”装点得多彩
多姿。

东陈村村民陈增山回忆道：“以前村
里只有一条主路上有路灯，其他地方都黑
咕隆咚的，夜里出门很不方便。现在好
了，一到晚上，大街小巷亮如白昼，很美！
村民晚饭后都爱在村里溜达。晚上开车
回家，一到村前，七彩的灯光一路映照，心
里特爽！”

村庄洁净明亮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也要相应提升。为此，村里增设了老年
活动中心，村内设置了7个休闲石桌，供村
民围坐在一起聊天、下棋、喝茶。村民还
重拾起祖辈的舞龙技艺，以东陈舞龙队的
身份，在四乡八里演出，成为一道亮丽的
风景。

目前，东陈村正在小龙河边筹建东
陈文化广场，不久后，这里将会变成灯光
璀璨、热闹非凡的“百姓舞台”。村民陈
海滨说：“以前村里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活
动，村民茶余饭后都到邻村龙河大戏台
那边去散心，自从成立了舞龙队、文艺演
出队，增设了休闲石桌，建起了老年活动
中心，村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大家感到村
庄变美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据了解，昌邑市通过实施村庄亮化工
程，新安装各种路灯1.4万多盏，拆除村内
废弃宅基地并新建小公园、小菜园、小花
园600多处。

不做“旁观者”，要当“主人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长期的系
统工程，如何推动工作从“集中攻坚”向

“常态长效”转变是关键。
为了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有人管的问

题，昌邑市将公益性工作岗位设置向农村
倾斜，每个村配备三至五名公益卫生保洁
员，负责村庄卫生环境管护。

在龙池镇，创新实施垃圾“上门取件”
新模式，实现了“收集运输全封闭、日产日
清不落地”。

同时，昌邑市还推动工作重心下沉，
要求镇街（社区）干部必须深入农村一线，
市直部门分别包镇街（社区），在保证正常
开展工作的基础上，50%的机关干部下沉
到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一线，确保干部靠前
指导；建立健全市、镇街（社区）、村三级长
效管护机制和考核机制，实现日常管护工
作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做到管护工作
无死角、全覆盖。

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时，昌
邑市还积极为村民“唱主角”营造浓厚
氛围。

柳疃镇东陈村健全村规民约，对每家
每户每天的卫生清扫情况量化打分，成立

“积分银行”，每季度评选一次“卫生标
兵”，对前五名进行奖励；开展“美丽庭院”
评比，签订“门前三包”协议，让村民真正
成为“主人翁”，建立村庄环境长效管护
机制。

东陈村“两委”委员陈伟峰深有感触
地说：“现在村里的道路整洁干净，谁还好
意思乱倒垃圾，都自觉放到垃圾桶里。而
且村里的卫生也更好打扫了，咱村是省级
和美乡村示范村，保持全村的干净整洁已
经成了每个人的习惯。”

昌邑市各村还充分利用“村村响”广
播、微信群等宣传阵地，高频率、多角度开
展典型宣传报道和政策宣传，形成浓厚宣
传氛围，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自觉性、主动性，形成“人人参与、
家家受益”的局面，将村民从“旁观者”变
为“参与者”，将村庄从“一时净”变为“时
时美”。

“目前，昌邑全市已实现城乡环卫一
体化管理，农村垃圾实现日产日清；已完
成 491个村 12.6万农户生活污水‘集中收
集、集中储运、集中处理’工作，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智慧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
式。未来，昌邑市还将在人居环境整治中
不断创新探索，不断提升老百姓的幸福
感、获得感。”昌邑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局长闫文志说。

歌声唱出村里的新变化
——山东昌邑市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观察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梦帆 李锐 朱凌青

“清清的东江水，日夜向南流，流进
深圳，流进流进了港九，啊流进我的家门
口……”一首《多情东江水》，记录了祖国对
香港同胞的关爱。

歌曲中赞美的东江是珠江流域三大水
系之一，发源于江西省寻乌县桠髻钵山，上
游称寻乌水，在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枫树坝
库区与安远水汇合后称东江，流经广东省内
六市，是当地人民的主要水源。东江也是离
香港最近、水量最充沛的自然河流。2023年
12月 8日-9日，记者前往广东省河源市、惠
州市、东莞市等地，边走边看，聆听流域百姓
爱水护水的动人故事。

香港三面环海，淡水奇缺，曾经水荒频
现。1964年2月，经周恩来总理正式批准，开
始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简称“东深供水
工程”）。1万余名建设者经过艰苦奋战，仅用
11个月就完成了全长 83公里的东深供水工
程。1965年3月1日，滔滔不绝的东江水带着
祖国人民的深情厚爱，进入香港千家万户，香
港自此结束了缺水的历史。目前，东深供水
工程每年对港供水达8.2亿立方米，占香港年
淡水总量的70%-80%，自1965年至2020年，
累计对港供水达267亿立方米。

河源市新丰江水库处于东江的中上游，
也承担着为东江中下游城市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近 5000 万人民提供优质饮用水的使
命。新丰江水库因四季皆绿、处处是绿而得
名“万绿湖”，水质长期保持在国家地表水Ⅰ
类标准。水库的修建也改变了下游“三年一
小淹，五年一大淹”的局面，在防洪抢险的关
键时刻，承担抗洪削峰的作用。

为改善和保护水质，广东省形成了人人

参与的局面。“我的爷爷、父亲为了水库建设
从家乡搬了出来，我是新丰江水库的第三代
移民，全家人对这一湖水都有着特别的感
情。这里的水库移民从最初十几万发展到
现在的30多万，可以说为这一湖碧水作出巨
大贡献！”河源市水务局副局长赖少略深有
感触地说。

“我们虽然是企业，也要履行好社会职
责，和当地政府一起，齐心协力保护好东江
水。”广东省粤电新丰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杨暹群告诉记者，作为水库电站，
虽然其功能有过几次调整，但目前调水功能
还是第一位的。2023年，公司按照广东省东
江流域管理局给出的调度指令保持水位，做
到多蓄水、少发电。

2018年年底，东江流域六市全面建立河
（湖）长制，河（湖）长体系延伸到村一级。各级
河长湖长履职尽责，实现了流域管护全覆盖。

“东江的水质本来就很好，现在越来越
好。”惠州市惠城区江南街道七联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林志恒是一名村级河长，负责
的范围有10公里。生活在东江边上的他，自
小就喜欢在东江里游泳玩耍，游累了还会喝
上一两口解渴。他告诉记者：“作为最基层的
河长，我每周最少要巡河一次，一个月最少四
次。平时的工作主要是引导、宣传村民不污
染东江水，发现违建等问题时及时上报。”

守护好东江水质也离不开民间守护者
的付出。2022年年底，东江流域六市护河志
愿者达到53.6万人，参加巡河护河各种活动

的人（次）达到 29.16万人，涌现出很多优秀
的护河志愿者，共护家乡河。

来自河源市连平县大湖镇的“民间河
长”何汉强，会不定期穿上蓝色马甲的工作
服前往河边巡查，看看是否有村民向河里倾
倒生活垃圾和废弃物。2018年起，他有幸成
为第一批民间河长，“这几年经常进村入户
给村民讲解保护河湖的重要性，做村民的思
想工作。经过我们的努力，大家的自觉性提
高了，也不再向河里倾倒垃圾，水质变得越
来越好了！”何汉强说。

沿河而下来到惠州东江公园，惠州市捡
跑协会首席教练文懿正带着志愿者在做跑
前热身运动，“伸出我们的双手，爱护我们的
地球……”响亮的声音在公园里回荡。捡跑
协会的志愿者们每天一起慢跑，再顺手清理
河岸两边的垃圾。文懿说：“虽然不是土生
土长的惠州人，但是生活工作在这里，保护
东江义不容辞！我们捡的是文明，跑的是健
康，把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保护东江结合起
来，不仅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值得！”

一江清水，一路好风光。东江中上游水
质常年保持在Ⅱ类以上，下游水质常年保持
在Ⅱ-Ⅲ类；流域内各种植物1022种，野生脊
椎动物254种，鱼类35种……地处东江中下
游的惠州西湖与东江贯通，通过引东江水持
续改善西湖水质。一路沿着西湖长堤行走，
绿树成荫，湖边红花点缀，游客络绎不绝，纷
纷拍照打卡。西湖的鸟岛上，大白鹭、苍鹭、
夜莺等五六十种鸟类在此栖息，每年冬季，北
方的候鸟也会来此筑巢过冬，日出日落之时，
漫天飞舞的鸟类，与清澈的湖水相映成趣。

东江两岸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老百姓
收获了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未来，东江
将继续朝着“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
的目标，建设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寻找最美家乡河”之广东东江——

汨 汨 清 水 润 粤 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昱

2023年，海南省完成2.2万座农村厕
所改造提升工作，全省农村卫生厕所普
及率达到99.3%。

据了解，2023年，海南深入开展问题厕
所整改质量抽查、新（改）建厕所质量抽查、
厕具产品质量抽检、改厕经验和技术模式
交流、管护模式遴选推广、资金使用自查自
纠、改厕“明白卡”进门入户、改厕故事“大
家讲”8项重点工作，推动农村改厕工作机
制不断完善和工作作风进一步改进。

去年，海南省还开展农村新（改）建户
厕质量大比武活动，聚焦比方案、比质量、

比管护、看实效“三比一看”4方面内容共
23项指标，组织专家及业务骨干到 18个
市县（三沙市除外）抽查农村户厕649座。
经逐项评分和综合评价，东方市、琼海市、
屯昌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海口市、文
昌市在大比武中名列前茅。

近年来，海南还鼓励和支持以行政
村为单位，“整村推进”农村户用厕所防
渗漏改造，推进厕污一体化治理、清淘粪
工作规范化，强化农村厕所建管用并重，
让农村人居环境更宜居。据统计，海南
自开展农村厕所革命工作以来，累计建
成农村卫生厕所 125.98 万座，基本实现
农村卫生厕所全覆盖。

海南

去年改造提升农村厕所2.2万座

柳疃镇东陈村夜景。 资料图

广东省河源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水质检测。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梦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