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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见习记者 鲍捷讯 文/图

一湾碧水穿村而过，新修的农房倒映
在水中，与周边廊桥、凉亭相映成趣。家
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衡龙桥镇高家桥
村邓家塘组的刘国辉，每天就在这片醉人
的风光中开启一天生活。

“原先河边是村里的脏乱地，谁也不
愿来。”刘国辉回忆，当时河边的空地没人
管，村里垃圾就堆在那里。“前些年也清理
过河道，但是效果都不长久。”刘国辉介
绍，以前偶尔路过河边都要快步走过去。

如今，赫山区的村庄都陆续像高家桥
村一样，从脏乱的村庄成为岸绿水清的美
丽乡村。这场华丽蝶变背后，离不开近年
来赫山区开展的一项又一项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在这一过程中，赫山区推动
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理落到实处，逐步探
索一条以乡村建设引领全面乡村振兴的
实践路径。

从先建设到先规划

闲置农房改为特色民宿，连片的高标
准农田成为网红打卡地，大型游客中心正
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一张目光长远、落
地可行的规划蓝图，让泉交河镇新松树桥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村里的道路基础很好，但没和
周边的村打通，完善的交通网络还没形
成。”泉交河镇镇党委书记陈国荣指着新
松树桥村的规划图向记者介绍，“比如这
条路到了这里就成了‘断头路’，村民出
行、农产品出村都有麻烦。”

以往各村村庄规划一般是分开编制，
基础设施没有进行统筹规划，“断头路”的
情况时有发生。变化发生在2021年，赫山
区出台《益阳市泉交河镇五村连片示范区
村庄规划（2021-2035）》，打破菱角岔村、新
松树桥村等5个地理、区位、资源产业相近
村的村界壁垒、融村连片，进行统一规划。

“‘五村连片’的规划，让断头路都被打
通，全镇交通环线、旅游环线、景观环线逐
步形成。”陈国荣告诉记者，打通的不仅是
村与村之间的“断头路”，“五村连片、多规
合一”的规划思路更凸显出乡村振兴的“矩
阵效应”。如今，新松树桥村等五个村庄连
点成线、连线成片，通过产业融合、设施共
享、资源激活、项目带动、治理联动五大规
划策略，已成功打造 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3个省级美丽乡村。

近年来，通过规划让村庄焕发活力的
例子，在赫山区不断上演。

在距离新松树桥村 13 公里外的衡龙
桥镇华林村，进村的主干道两旁村民们用
废砖旧瓦砌成了“文化墙”，闲置的瓦罐被
巧妙镶嵌其中，平添了几分古韵。

华林村村党支部书记范志祥说：“以
前村民居住分散，普遍保留了养鸡的传

统，村里的鸡粪、垃圾处处都是，污水横
流，环境卫生非常差。”

华林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就从“拆违治
乱”开始，一边统一为农户建鸡舍、鸡粪统
一沤肥处理，一边拆除村中危旧房屋、旱
厕等，腾出空间统一规划，形成了很多个
微小景观。村民利用道路两旁的平缓地
带大面积栽植薰衣草打造“薰衣草花海”，
如今已成为网红乡村游打卡地。

乡村建设，规划先行。2021 年，赫山
区率先启动了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村等所有村庄的规划编制
工作，探索了“村庄规划+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实施模式，同时科学谋划村庄定位、主
导产业、用地布局等；并推行“一村一企一
师一员”制度，探索乡镇、村庄规划人员定
向培养制度，编管结合确保规划实用性。
今年，赫山区将全面完成全区 142 个村庄
规划编制和质量提升工作。

从美丽庭院到和美乡村

初夏的衡龙桥镇樟树咀村，在满眼翠
绿的掩映下，是整洁有序、生机盎然的古
朴村庄。刚给院里桃树浇完水的村民唐
品先，看着树上黄灿灿的桃子盘算起今年
的好收益。

唐品先在村里的鼓励下在自家院里
种植20棵黄桃树，去年已经开始挂果。“技
术 员 今 年 教 我 剪 枝 时 说 今 年 能 结
800-1000斤桃，按照 10元一斤的市场价，
能有 8000 元到 1 万元收入呢。”唐品先喜
滋滋地说。

这些自家院子里的黄桃树，得益于赫
山区以庭院经济为载体，推动村民融合发
展特色农业，让农村有景可看，农业有钱可
赚，农民有活可干。以衡龙桥镇种植黄桃
为例，全镇已有 200 余户农户充分利用房

前屋后的空地，栽种大小桃树苗 80亩，共
计3759株，每棵桃树纯利润可达800元。

从唐品先家的院子出来，没走几步，村
口的“小游园”就映入眼帘。“废弃木桩”围
起了长长的绿化带、古旧的石磨镶嵌到砖
墙里、春天新栽的桃树枝在微风中摇曳生
姿，处处呈现出“乡土味”十足的怡人景象。

“这地方原来是没人管的野地，垃圾
遍地，谁也没想到村里能实现‘华丽变
身’。”散步中的村民刘国文说，“村里说要
把这块撂荒多年的地改成小广场，大家从
起初不相信到后来一起干，修亭、栽花、修
步道都参与了。”

刘国文介绍，新栽的苗木、造景的磨
盘、地上的鹅卵石，很多都是村民主动捐
赠的，村里的闲置宅院和废弃空地被充分
利用起来。

樟树咀村的变化，是赫山区以“美丽
屋场”（屋场即自然村）为抓手推动和美乡
村建设的缩影。2022年开始，赫山区出台

《美丽屋场创建工作方案》，坚持用好“群
众的脑、干部的嘴、专家的手”，科学编制
屋场建设规划，以不触碰耕地保护红线为
原则，确保不违法建设。形成《美丽建设
一张图》，规范屋场建设模式、区域和方
向。同时，赫山区创新探索“1+6”美丽屋
场建设模式（“1”即一个屋场一个主题，做
到因地制宜、各具特色；“6”即屋场公共区
域建设的6个元素：一块干净水域、一个活
动广场、一个休闲凉亭、一条健身步道、一
个公共厕所、一面文化宣传墙）。

显然，美丽屋场的美，美在“面子”，更
美在“里子”。岳家桥镇各村通过美丽屋
场宣讲会，宣讲村规民约、家风民风、科学
知识，参与群众已达 2000 余人次；新市渡
镇建新村传承家规、家训，深化精神文明
建设，推动“自治德治法治”全面融合；龙

光桥街道道子坪村则通过扩大公共广场
面积，让小广场成为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

“共享空间”。“面子美、里子淳”的面貌在
一处处美丽屋场上竞相展现。

从“一时美”变为“时时美”

和美乡村建得好，如何管得好？赫山
区同样发挥各方面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
享的长效机制。

在泉交河镇新松桥村同心美丽屋场，
“左邻右舍议事室”里的“办事进度表”引
起了记者注意。“1月 5日村民反映组内沟
渠阻塞影响生产”“1 月 15 日施工队对前
进组沟渠整修拓宽完成”……

“以前这样的问题可能需要 1个多月
才能解决，可能就误了农时。”老党员谭晓
湖向记者介绍，村民在村里的环境、建设
上的问题都可以向他反映。“村民们有问
题就告诉我，像‘垃圾收运不及时’这类小
事我马上解决，像‘沟渠拓宽’这样的事我
解决不了，就会马上向组长反映，还会跟
踪到彻底解决。”谭晓湖说。

他所说的“组长”是赫山区“片—组—
邻”“三长制”的工作模式中的“三长”之
一，谭晓湖就是一名联系 8 户村民的“邻
长”。近年来，赫山区依托“网格化+扁平
化”治理基础，构建“片—组—邻”组织体
系，由村（社区）干部、村（居）民小组长、村
（居）民代表任片、组、邻“三长”，让所有村
民都成为乡村治理的监督员。

“三长制”实现问题“发现、反映、解
决、反馈、回访”闭环管理外，以邻长+联户
村民形成的“小队”也成为了乡村保洁的
补充力量。

晚饭过后，会龙山街道龙岗社区邻长
朱佩兰拿起扫把，清扫起她联户片区内的
卫生。不一会儿，在家的村民陆续加入清
扫队伍。“我们有空就会把‘分担区’扫一
扫，保洁员只用把垃圾收走就行，工作压
力小了不少。”朱佩兰告诉记者，现在村民
的环保意识越来越高，只要在家都愿意参
与村庄的清洁活动。

唐品先则和村民把庭院经济的一部
分收入反哺屋场，作为屋场的日常管护
费用。

“我们是 50 多户的屋场，屋场组织村
民利用庭院、零散土地种植黄桃，并负责
销售。收入六成归农户，四成反哺屋场，
用来支付屋场建成后的管护费用。”唐品
先告诉记者，去年筒车坝屋场村民成立了
屋场管理委员会，管理屋场内环境卫生等
问题。

据了解，赫山区采用“村集体合作社+
公司+农户”的模式发展庭院经济，除了已
开始销售的黄桃，辣椒、红薯等作物都将
逐步开展。在为村民增收的同时，赫山区
将屋场范围内的庭院经济产生的经济效
益 40%归农户所有，60%作为屋场后续管
护资金的保障。

如何实现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理
——湖南益阳市赫山区有序推进乡村建设“长久美”

2024年，新疆拜城县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新改建工程，提升道路运输服务供给和安全保障水
平，不断提高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据了解，2024年拜城县积极争取车
辆购置税等资金1.3亿元实施农村公路新改建工程，新改建农村公路160公里。目前，所有项目
均已开工，预计7月底全面完工。项目完工后，将惠及10个乡镇，86个村。图为拜城县铁热克
镇农村道路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紧施工。 魏百宁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于险峰

见习记者 鲍捷讯

每逢周二，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宝力镇
东三合村妇联主席刘小敏就忙得不可开交，
村民们大包小裹地拎着家里垃圾来到位于
村委会的“巾帼兑换超市”，不一会儿就排起
了长队。“可回收垃圾 15 个、不可回收垃圾
4 个……”刘小敏和工作人员一边清点数量，
一边记录在册为村民攒下积分。

如今，同样的热闹场面在铁岭大地遍地

开花。
“我儿媳妇获评最美家庭，可以换 30积

分，能给一桶洗衣液”“我这些用过的农药
瓶可以折成 20 积分，能换一瓶洗手液”“我
的可以兑换一提卫生纸”……在西丰县五
塘村“巾帼兑换超市”里，几位妇女一边指
着货架上标注积分的物品，一边拿出自己
的积分小卡片递给工作人员进行兑换，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西丰县五塘村是全市首批建立“巾帼
兑换超市”的村庄。如今，五塘村村民已全

部参与进来，形成了“你追我赶，相互比拼”
的志愿服务新局面，村里的人居环境因此
得到改善，五塘村已经成为全市的巾帼示
范村、样板村。

“巾帼兑换超市”的建成运行，大大激发
了铁岭市妇女群众、村民、党员、志愿者等参
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积极性，实现了从“末
端清理”到“源头减量”的转变，解决了农村垃
圾分类回收的难题，也培养了居民良好的生
活习惯，更将垃圾分类融入日常生活，达到资
源合理回收利用和保护环境的双重效果。

近年来，铁岭市妇联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积极探索农村生活自主治理
长效化和巾帼志愿服务多元化，将“美丽
庭院”“美丽街巷”建设细化为“施工图”，
转化为“实景图”，围绕妇女群众关心的
柴米油盐、生活环境、孩子教育、老人照
料等问题，设计积分兑换的“切入口”，在
全市选取 5 家首批示范点分别建立“巾帼
兑换超市”。

通过将垃圾、志愿服务和荣誉兑换成积
分，积分兑换成物品的工作模式，积极动员
妇女群众参与到垃圾分类、农村环境整治、
基层社会治理和文明城市建设中来，用“小
积分”兑换“大文明”，用“小项目”带动“大转
变”，使“巾帼兑换超市”成为农村妇女互学
互比、互促互进的新时尚。

“姐妹们，明天村上有志愿服务活动，9
点村部集合，能来的在群里报名。这次活动
每人都能够获得 5 积分哟。”“我报名！”“我
也报名！”铁岭县汤牛堡村妇联主席侯敏刚
刚在微信群里发布了“招募令”，就立刻得到
了村里妇女群众的踊跃响应。

活动当天，巾帼志愿者们带着扫帚、铁
锨等工具，大家分工明确，有的清理道路绿
化带中的杂草、有的捡拾地上垃圾，干劲十
足。经过志愿者们半天的辛勤劳动，村内
的杂草、杂物、树木残枝、垃圾等得到了有
效清理。

目前，汤牛堡村也将环境整治、美丽庭
院创建与“巾帼兑换超市”相结合，通过推广
垃圾兑换，加大“五指分类法”普及宣传，使
村民掌握分类知识，养成分类习惯。村民们
在打造美丽庭院过程中通过比、学、帮，参与

“共治共享”；道路两旁尽是村民自发种植打
理的花草，沟渠、道路、庭院变得干净整洁，
家风乡风更和谐了。

“美丽庭院”不光要“面子”好看，还得
“里子”殷实。依托“巾帼兑换超市”，铁岭市
妇联将“美丽庭院”创建纳入“积分制”管理，
深入推广“五指分类法”、“五包”制度和“五
进院”模式，通过对农户庭院绿化美化、室内
净化亮化、院落整洁有序、庭院经济建设等
情况进行实地观摩，“美丽庭院”示范户，充
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形成“一户
带一片、一片带全村、一村带全镇、一镇带全
县、全市联动”的示范效应，不断刷新和美乡
村颜值。

截至目前，全市 7个县（市）区已先后在
村（社区）建立 70余个“巾帼兑换超市”示范
点，引导妇女群众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扶贫帮困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200余次，
农村妇女、巾帼志愿者参与 2 万余人次。
2023 年，铁岭市妇联“巾帼志愿服务良性循
环示范点”项目获评第六届全国“十佳巾帼
志愿服务项目”。

辽宁铁岭市

“巾帼超市”兑换乡村美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宗亮

近日，云南省发改委、云南省能源
局、云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征
求《云南省“千乡万村驭风行动”总体方
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意见
建议的函。

方案指出，在具备条件的县（区）农
村地区，以行政村为单位，分阶段建成一
批就地就近开发利用的风电项目，原则
上每个行政村不超过20兆瓦。从示范试
点起步，稳步推广，全面发展。

方 案 表 示 ，在 示 范 试 点 阶 段
（2024-2025年），选择在确保生态、用林用
地能保障、用电下网比例高、用电负荷大、
就地能消纳、接网条件好的区域开展试点
示范。每个州市根据本方案要求优选2个
行政村，按照国家要求每个行政村建设规

模不超过20兆瓦，全省试点行政村总数不
超过20个，总规模不超400兆瓦。

方 案 强 调 ，在 稳 步 推 广 阶 段
（2025-2030年），应以“十五五”全省可再
生能源规划确定目标为指引，在总结示范
试点成功经验基础上，因地制宜，积极稳
妥，逐年推进，条件成熟一个实施一个，坚
决防止一哄而上，坚决防止“半拉子”工程。

方案明确，在全面发展阶段（2030年
以后），对于具备条件、项目成熟的行政
村，能建尽建，使“千乡万村驭风行动”更
多惠及农村农民，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方案要求，相关州（市）根据印发的项
目清单，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相关要求，
制定资源配置方案，组织配置，优选业主，
严格落实“村企合作”“利益共享”机制。
项目业主加快推进前期工作，依法合规办
理相关手续，加快项目并网发电。

云南

“千乡万村驭风行动”总体方案公布

□□ 黄加强 韦凤艳

近日，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已确定
45个行政村作为第一批农村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村，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确保新能源汽车下乡“方便充、方便用、
零焦虑”，为电力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创
造良好条件。

据了解，农村充电桩建设数量原则
上按照行政村总数的三分之一来确定，
每个拟建行政村新建 1 个快充桩和 1 个
慢充桩，建设周期为 2个月，完成后将组
织对充电桩建设情况进行验收。

曾都区发改局牵头组织区农业农村
局、区供电公司与各镇、街道、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对接沟通，对建桩位置开展调

查摸底。在充分考虑用桩便利、电力接
入、通信覆盖、施工成本、使用效率、桩间
距离（6 公里）等因素，合理布局，最终确
定充电桩建设行政村名单。

“曾都区将在去年试点推行‘住宅小
区充电桩报装便捷服务’先行区创建的
基础上，辐射到各村乡镇。优先推进经
济强村、人口大村、交通节点村、旅游名
村充电设施建设，逐步延伸至偏远村庄，
加快实现充电桩‘村村全覆盖’。”曾都区
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曾都区将聚焦制约农村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突出瓶颈，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创新建桩模式，强化服务意
识，全力以赴推动农村充电桩建设早开
工、早建成、早达效。

湖北随州市曾都区

45个行政村加速建设充电桩

□□ 袁敏

近日，山东公布已完成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的行政村4万余个，治理后的村庄
基本解决了污水横流、蚊蝇滋生等脏乱
臭问题，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
增强。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徐本亮
介绍，山东按照先环境敏感和污染严重
地区、后一般区域，先急后缓的原则，分
期分类梯次推进，优先治理环境敏感区、
人口集中区域的村庄。将政府驻地或中
心村、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等5类村庄
划定为重点村庄。

截至目前，山东全省重点村治理比
例达到77.9%，黄河干流、大汶河流域、南

四湖流域等重点区域内行政村已基本完
成生活污水治理。

徐本亮说，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山东
指导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初步建立适合
实际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和技术工
艺。如荣成市烟墩角村，单户或联户建
设污水处理装置，不仅实用，还不影响当
地的传统村落风貌；济宁、枣庄等地探索

“黑灰分离+简易处理”方式，将厕所粪污
形成的黑水与洗涤、洗浴和厨房等产生
的灰水分开分别收集处理，用于菜园灌
溉等，以较低的成本取得较好的效果。

据悉，山东积极为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搭建融资平台，已审批相关项目授信
金额152亿元，主要用于以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为重点的农村环境整治等工作。

山东

已完成4万余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宗亮

近日，交通运输部集中发布《农村公
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小交通量农村公
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农村公路简
易铺装路面设计施工技术细则》三部农
村公路领域行业标准，进一步健全现代
公路工程标准体系，助力“四好农村路”
高质量发展。

《农村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规定
了适应我国农村公路技术状况评定的指
标体系，明确了各类基础设施损坏分类、
监测要求和评定方法，为科学合理评定
我国农村公路技术状况提供了技术依
据。标准的发布实施，可以满足我国当
前农村公路检测评定工作的需求，稳步
推进农村公路自动化检测。

《小交通量农村公路交通安全设施
设计细则》以经济合理、因地制宜、节约
环保为原则，明确了交通标志、标线、护
栏等各类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要求和
技术指标，并给出了常见典型路段交通
安全设施的综合设置示例。标准的发
布实施，将更好服务小交通量农村公路
建设，最大限度保障偏远地区群众出行
安全。

《农村公路简易铺装路面设计施工
技术细则》规定了农村公路沥青表处类、
块体类和砂石类铺装的路面材料、施工
技术要求和施工验收标准。标准的发布
实施，将进一步规范广大农村地区公路
简易铺装路面建设，有利于结合偏远地
区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资金有限、交通量
小等情况，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出行需求。

交通运输部

发布三部农村公路领域行业标准

图为衡龙桥镇樟树咀村筒车坝美丽屋场墙绘。

近年来，云南省龙陵县把农村污水治理和产业发展、村落地貌等结合起来，探索农村
污水治理的“龙陵模式”。2024年，龙陵县腊勐镇腊勐社区西边寨小组被列为龙陵县“千万
工程”农村污水改造治理的第一批村寨，其主要措施是将家庭生活用水和牲畜养殖用水等
污水通过管道排入“小三格”进行处理后，再通过管道排入田间地头里的“大三格”进行处理
收集，最后用于农业灌溉。图为西边寨小组污水治理施工现场。 李开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