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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基层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宗亮

错落有致的农房，别具一格的小院，
干净整洁的村道，富有巧思的微景观……
如今，走进福建省惠安县螺阳镇松星村巷
内自然村，再也看不到过往泥泞的村道、
堆放的垃圾和乱搭的电线，只有娟秀的乡
村美景如画卷般呈现眼前。

正如惠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林惠
彬所说：“农村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一直是
阻碍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现乡村振兴，
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是关
键。”近年来，得益于大力统筹城乡基础
设施建设，扎实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

“水、电一体化”“垃圾污水处理一体化”
三个一体化建设，惠安县像松星村一样
的大小村落正在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
板，不断提升农村群众生活质量，越来越
多村民开始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便
捷生活。

定制公交：
村口上车 方便出行

盛夏时节，松星村村口总有不少村民
在公交站的遮阳棚下，一边聊天一边等着

“进城”的公交车。“11路到了，学生们抓紧
上车。”随着司机师傅熟悉的“吆喝声”，松
星村去县中的学生们陆续排队上车。

“现在孩子每天乘公交上下学，方便
快捷，三五公里的路程几分钟就到，家长
们放心多了。”谈及公路建设为村子带来
的变化，松星村村民王东英很有感触，“以
前路面窄、尘土大、坑坑洼洼；现在不但加
宽、平整了，连公交车也开到了家门口，我
们看着孩子坐上车就行。”

记者在松星村的站牌上看到，途径该
站点的 11 路、22 路、205 路等三个公交线
路，几乎覆盖了县城主要的学校、医院、客
运站、公园和超市等村民常去的地方。“以
前村里人要去县里办事，天不亮就要出
门。”松星村党支部书记孙伟章说：“现在
通了公交后，早上6点半始发，晚上六点半
末班车，无论是学生上下学，老人到市场
赶集，还是去医院看病都很方便。”

除了这些日常通勤的公交车，惠安县
还为一些偏远村镇开启公交车“定制”服
务，进一步方便村民出行。

与松星村相比，螺城镇梅山村距离县
城较远，有 15公里，尽管村口的公交也能
直达学校，但村里要去县里上学的学生有

100 多人，上学时段一辆车肯定坐不下。
为解决孩子“上学难”问题，梅山村与公交
公司多次协商，最终为村里的孩子开通了

“专线”。“工作日每天都有3个大巴车接送
村里的孩子上下学，费用全部由村里承
担。”梅山村党支部书记陈文杰说。

自启动城乡公交一体化三年（2016—
2018）行动计划以来，惠安县已累计投入
资金2亿多元，坚持每年设立4000万元公
交发展专项资金，着力打造并实现“县枢
纽、镇中转、覆盖工业区、村村通公交”的
便捷公交网络体系，让农村群众“抬脚上
客车”成为现实。

目前，惠安县已建成公交场站 16 个，
开通公交线路 47 条，投入公交车 330 辆，
路线覆盖全县 12 个镇、218 个行政村，实
现“村村通公交”，在福建省内率先实行全
县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的
惠民政策。

安心水电：
城乡融合 统一标准

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
出。在紫山镇官溪村，村民陈忠在家中边
洗菜边和记者唠起家常：“想想以前都是
用井水，喝到一些渣子、沉淀物再正常不
过了，自从用上了自来水，就再也没喝到
过各种杂质。”

“官溪村距县城 15 公里，因为离县城
较远且水资源相对丰富，以往村民们都使
用井水。”紫山镇官溪村党支部书记陈燕

婷告诉记者：“地下水虽然质量也算过关，
但难免遇到井水水体存有杂质的情况。”

为彻底解决农村居民用水安全问题，
让村民用上放心水，近年来，惠安县推动
实现城乡用水“同网、同质、同价、同服
务”，目前供水主管网覆盖 217个行政村，
集中供水率达 99.5%、自来水普及率达
96.3%；并投资200多万元建设水质检测中
心，设置 37个水质取样点，水质综合合格
率达99%以上。

“自从通上自来水，村民都很满意，不
再因为用水发愁了。”陈燕婷满意地向记
者诉说村民们对自来水的反馈。

除了供水安全，安全供电也是农村基
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亟须解决的重要问
题。“虽然村里大部分村民不会有用电困
扰，但仍存在线路少、电压低、供电不稳定
现象，部分家庭的用电情况不容乐观，尤
其是遇到极端天气或夏天用电高峰，用电
压力很大。”官溪村党支部副书记程小云
告诉记者。

随着近年来推行供电“城乡一体化”
工程，惠安县电网线路故障明显下降，基
本解决了乡村低压线路供电半径长、私拉
乱接等突出问题，村民对供电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明显增强。

“以前村里电线线路杂乱陈旧，时常
会停电，有时候给电动车充电都困难。”程
小云说，农村配电网升级改造工程实施
后，她明显感觉到用电变得安全稳定了。
她还告诉记者，不仅解决了供电质量问

题，还在各村设置能源服务驿站，村民在
家门口就能够解决办电需求，有用电问题
时直接找村里的供电网格员即可。

据统计，目前全县实施的农村供电
质量提升工程已改造居民用户 15 万户，
城乡供电可靠率达 99.98%，电压合格率
达 99.96%。

垃圾分类：
打造“村收集、县处理”机制

一大早，螺城镇梅山村村民陈伟平就
开始忙碌起来。他细致地将自家院内院
外打扫了一遍，并将生活垃圾分类丢进公
共垃圾亭里。陈伟平说，在梅山村，维护
环境卫生已成为每家每户的习惯。

“以前村里水沟旁都堆放着垃圾，尤
其是夏天总是臭气熏天，大家都捂着鼻子
绕着走。现在垃圾堆没有了，河水清澈
了，村里散步聊天成了一种享受。”陈伟平
的话道出了梅山村村民的心声。

居住环境的改善，源于惠安县探索垃
圾处理城乡一体化的工作模式，即先由村
里自行收集运送到村内的垃圾站点，再由
县里派车收垃圾。

“哪有时间搞环境治理？”在梅山村，
这曾是不少村民最初对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的真实想法，陈文杰解释：“也不怪大家
这样想，每天既要干农活又要料理家务，
哪有功夫再去打扫卫生，再加上老旧房子
废弃、垃圾乱扔……问题越多、时间越久，
就越觉得改变太难。”

“县里开始推行垃圾处理城乡一体化，
我们就抓住这次机会，发动村民清运村里
的陈年垃圾，并进行垃圾分类，先让村里干
净起来。”陈文杰介绍，“不仅第一时间在农
户家门口设置了分类垃圾桶，还定点设置
了多个垃圾分类亭，方便村民倾倒垃圾。”

除此之外，梅山村针对现在村内翻新
旧房情况较多的现状，专门就近设置了建
筑垃圾堆放点，施工人员每天把建筑废料
放在固定的站点，再由劳务公司集中带走
处理。“你看这条道上有很多家在翻新房
子，但在屋旁也几乎看不到垃圾废品乱堆
乱放。”陈文杰自豪地说。

梅山村的垃圾处理是全县垃圾处理
城乡一体化的缩影。目前，惠安县已建立
健全“村收集、县处理”的转运机制，并已
建成日垃圾处理量 1200 吨的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站，全县农村垃圾乱丢乱放的情况
得到有效遏制。

“三个一体化”尽享便捷生活
——福建惠安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见成效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马玉

见习记者 鲍捷讯

曾经的土路、土坑，经过绿化、美化后成
为打卡点。不起眼的农家小院，经过个性化
改造，成为开门迎客的农家乐。随着村子变
美，环境整洁，旅游的热度日渐升温，山西晋
中市寿阳县平头镇黑水村实现了由“好风
景”到“好钱景”的快速转变。

“过去，黑水村环境差、底子薄，村民收
入主要靠传统农业。”寿阳县平头镇综合便
民服务中心主任吴宏亮介绍，“通过大力实
施村容村貌提档升级行动，黑水村人居环境
干净整洁了，文化气息浓厚了，村民住得舒
心，游客也多了。”

近年来，晋中市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
程”经验，聚焦小切口，落实山西省委“把人

居环境整治作为‘千万工程’经验先手棋”的
要求，从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入手，清乱除脏、
栽树修路、平田整地，彰显田园风光、乡土气
息，让全域乡村干净、整洁、安全，打造各美
其美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为扎实推进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晋中市坚持“两把扫帚扫到底”：一把扫思
想灰尘，推动各级干部转观念、变思想；一
把扫环境垃圾。全市累计出动各类清运车
辆 1.9 万余辆，发动农户 8.49 万户，清除废
弃建筑和残垣断壁 2014 处，整治交通沿线
环境问题 6324 处，清理田间地头农业生产
废弃物 4710 处，整治提升村容村貌 10560
处，清理乱扔乱倒、乱堆乱放各类垃圾 3.6
万余吨。

政策配套下，晋中市制定了《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深入推进“百乡千村”生活

垃圾治理三年行动方案》，构建“户保洁、村
收集、乡转运、县处理”长效机制，加快实现
平川等 6 县垃圾资源化利用、东山等 5 县垃
圾无害化处理。目前，太谷区生活垃圾已由
填埋向运达榆次焚烧发电转化，平遥垃圾焚
烧发电厂加快建设。

同时，晋中市坚持统筹推进户厕、垃圾、
污水“三大革命”，全市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80.41%，今年再改造卫生厕所 9000 个；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行政村覆盖率达
100%；沿汾河所有城镇和 2000 人以上行政
村生活污水全处理，其余村因地制宜建成生
活污水暂存池、实现全转运。介休市、昔阳
县实现了城乡环卫一体化，分别创建成为全
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全国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

在榆次区东赵乡后沟村，随着基础设施

升级，村子实现了从普通小山村向远近闻名
旅游度假村的蝶变。为了让古村更有古韵、
村民生活更加便利，乡、村两级积极招商引
资，全面启动后沟新村建设工程，累计建成
82 套独立民居和 32 套单元楼，并配套建设
党群服务中心、农业生产用房、日间照料中
心等，水、电、暖、气一应俱全，村庄实现硬
化、绿化、亮化、美化，人居环境全面改善。

一面是黄土农耕文明的集中展示，一面
是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成果，新颖别致的新村
与保护完整的古村遥相呼应，后沟古村换新
颜的华丽蜕变已成为全区乃至全市乡村振
兴的亮丽风景。

据了解，晋中市还专门拿出资金对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突
出的县进行奖补。目前已向寿阳、介休、太
谷、榆次4县（区）奖出2000万元。

山西晋中市

“两把扫帚”改善环境 城乡统筹共促和美

□□ 刘力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杰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沿着 106国道河
南省潢川段往南行驶，在距县城31公里的白
店乡杨集村的万亩桃园，累累硕果已经挂满
枝头。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正将选购好的
一车车鲜桃从田间地头直接发车运往北京、
上海、郑州等地。

“以前这里基本上都是荒坡，后来我们
种桃子，变荒山为‘花果山’，为了有更好的
发展，政府给村里修路，和县乡互通，越来越
多的采购商能直接到桃园选购。每年 3 月

‘看花定桃’和 6 月采摘活动全国客商络绎
不绝，产品远销北上广深和日本、韩国、新加
坡等地。”潢川亚兴种植专业合作社老板刘
德波高兴地说。

从杨集村向北出发来到隆古乡隆古村

的小雅村舍，红墙灰瓦的古朴村舍错落有
致，一湾碧水、一片田园，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感黄国文化、享乡风民俗、品隆古美食。

“以前这里就是普通的村子，县政府依
托黄国故城遗址，以战国文化为主题，打造
了小雅村舍。乡村振兴示范路也修到了家
门口，环境好了，游客多了，收入也提高了。”
村里老人桂玉洁说。

跟着桂玉洁走在乡村公路上，体验着因
“四好农村路”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平坦宽
敞的路面上，路肩的绿化树木郁郁葱葱，大
小车辆往来穿梭，实现了农民群众“出门水
泥路、抬脚上公交”的夙愿。

“近年来，潢川县累计投入农村公路建
设资金 7 亿元，养护资金 7000 万元，全县公
路通车总里程已达2683公里，农村三级及以
上公路比例 100%，20 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
率 100%，实现了‘村组贯通’到‘进组入户’

的跨越。”潢川县副县长张强介绍。
在潢川，这样蜿蜒于绿水青山、城市乡

村间的“四好农村路”还有许多。翻山越岭
的农村公路连接着城市与乡村，承载着乡村
振兴的希望。

今年 3月，潢川县荣膺“四好农村路”全
国示范县。此外，“一元客车村村通”经验
被交通运输部向全国推广，潢川县城乡交
通运输一体化发展水平达到 5A 级。随着
交通的便利，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返乡创
业，一条富民产业经济带也随之蓬勃发展。

如今，潢川县把“四好农村路”作为助力
乡村振兴的“主动脉”，将农户、园区、基地串
联起来，带动群众持续增收。依托农都等龙
头企业，建成“多彩田园”；引入泰国正大集
团，建成高标准农田；开办种子研究院，端牢
手中饭碗。全县稻米种植92万亩、小龙虾种
养38万亩、花木种植28万亩，形成以优质稻

米为主导，畜禽、水产、花木为优势，多种特
色产业齐头并进的“1+3+N”农业产业化发
展格局，“水村花乡、共富田园”的美好图景
徐徐展开。

依托交通优势，潢川县对内加快交邮融
合，打造贯通城乡的三级物流体系，依托1个
县级中心、17个乡镇平台和 256个村级服务
点，实现群众“人在家中坐，快递到村口，不出
两三里，农货就运走”；对外发展现代物流，建
有四大央企储备库。建成多式联运示范工
程，进入全省物流枢纽。随着豫东南高新区
加快推进，淮河水运起航远行，潢川机场、南
信合高铁落地新建，京港台高铁纳入国家规
划，潢川县将加快构建公铁水空、地下管网五
式联运体系，实现内联外畅、通江达海。

大道通途，畅行致远。未来潢川县将持
续做好“四好农村路+”文章，全力服务群众
出行、乡村振兴和县域高质量发展。

河南潢川县

“四好农村路”铺就振兴新途

□□ 刘力维

目前，笔者从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近 10 年来，贵州新改建农村公路 9.2
万公里、通组硬化路7.87万公里、县乡公
路路面改善提升 1.5 万公里，创建“四好
农村路”全国示范县28个，农村居民人均
收入较 10 年前翻两番，农村公路成为老
百姓获得感最强的成就之一。

截至 2023 年底，贵州省农村公路总
里程达 18.5 万公里，其中县道 3.6 万公
里、乡道4.9万公里，村道10万公里，农村
公路桥梁10266座。路网密度99.3公里/
百平方公里，便捷高效、普惠公平的农村
公路路网体系加快完善，从根本上改变
了全省农业农村发展条件。

近年来，贵州省牢固树立公路“三
分靠建、七分靠养”的意识，持续深化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改革，将农村
公路日常养护资金标准提高至每年县
道 10000 元/公里、乡道 5000 元/公里、
村道 3000 元/公里、通组硬化路 1500
元/公里。“十四五”以来，贵州省累计
投入日常养护资金达 33.5 亿元，其中省
级资金 15 亿元。探索形成“日常保洁
地方化、小修工程专业化、养护工程项
目化”养护模式，许多农村公路“常年
洁美、一路皆景”，农村公路的路况指
数换来了群众的满意指数。

如今，贵州农村客运物流实现省市
县乡村五级便利通达，解决工业品下乡
和农产品进城“最先和最后一公里”，城
乡居民“手机上下单、家门口坐车、服务
点取货”变成现实，农村老百姓享受到
和城市居民一样的交通运输普惠便捷
服务。

贵州

新（改）建农村公路总里程18.5万公里

□□ 陈秋吉

近日，四川省召开农村生活污水资
源化利用现场会，经确认，四川省目前已
解决 650 万余户、2600 万余人农村生活
污水收集治理问题，为基本实现以Ⅱ类
水（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
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
地，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
等）为主体的水环境格局提供了重要保
障。截至 2024 年第 1 季度，四川省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73.51%。

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取
得积极进展。去年 1.6 万个行政村环境

整治完成，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
控）率达 40%以上；实施 800 余个较大面
积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农村生态环境持
续好转。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坚持现有工作思路持续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开展设施提质改
造行动，对设施运行不正常等情况，按照

“完善一批、改造一批”的原则，有序推进
分类整改。开展重点区治理攻坚行动，
坚持不降标准、守牢底线，优先治理饮用
水水源地、重点流域等环境敏感区域的
农村生活污水，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打下坚实基础。

四川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73.51%

7月初，湖北省孝昌县被列入工信部2024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计划到
2026年，孝昌县将建设快充充电桩690台，快速充换电站3座，形成适度超前、布局均
衡、智能高效的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实现“全域覆盖”的基本要求。图为湖北省
孝昌县花西乡宏光村工作人员正在安装充电桩。 魏吴星 摄

村民在梅山村委会站公交站台有序排队搭乘101路公交车。 受访者供图

□□ 许昊杰 刘洁

近日，笔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截至目前，安徽省已建和在建的和美
乡村中心村共12941个，其中省级中心村
9083 个，行政村覆盖率约 86%。各地建
设美丽宜居自然村19725个，和美乡村遍
布江淮大地。

近年来，安徽省深入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以环境“高颜值”提升农民“幸
福值”。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改造农村
户厕 408 万余户，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88.4%，超全国15个百分点。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全面覆盖，垃圾收运环卫市场化
率达 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实
现新提升，治理率达 31.8%，治理规划标
准体系更完善。

此外，安徽省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以生活“便利度”提升群众“满意
度”。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1万公里，
居全国第 6 位，99.7%的较大规模（20 户
以上）自然村实现通硬化路。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达到 97%，领先全国 7 个百分
点。5G 和快递服务网点在行政村基本
实现全覆盖。村级文化中心和农家书屋
基本实现全覆盖，为乡村文化建设奠定
了坚实基础。

2023年，在持续开展了十多年的和美
乡村建设基础上，安徽省深入学习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启动实施“千村引领、万
村升级”工程，加快建设彰显徽风皖韵的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计划到2027年，安徽
省建设 1000 个左右精品示范村，省级中
心村总数达到 1万个以上，分类建设、从
容建设，由点及线、连线扩面，逐步形成

“千村引领、万村升级”的全新建设格局。

安徽

和美乡村中心村数量达12941个

□□ 李祚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阎红玉

走进吉林省德惠市惠发街道洪家村，
沿途村道宽敞整洁，树木枝叶扶疏，村居
院落花草竞秀，农民群众安居乐业。为了
更好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洪家村积极
制定村规民约，实行“门前三包”制度，提
升村民爱护环境的意识和习惯。

为进一步美化绿化人居环境，惠发
街道通过植树添绿、栽种花草等方式，积
极扮靓和美乡村，进一步营造生态优美
的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今年5月以来，惠发街道积极动员村民栽
种牵牛花、鸡冠花等 8 种花苗共 4 万余
株。如今的洪家村成了名副其实的“春

季见花、夏季见绿”的美丽村庄。
洪家村的变化是惠发街道全面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的缩影。
自年初以来，惠发街道积极部署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坚持“乡村联动、全域治理、
全民参与”的工作思路，实地谋划环境卫
生整治、栽花植绿等工作。截至目前，惠
发街道补植绿化树木 2860 余株；在村屯
主干路、公共绿地、文化广场等重点部位
栽花、种花5.04公顷。

下一步，惠发街道将通过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逐步完善农村公共基础
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让广大农民
群众拥有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更多更
好的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增强获得感、
幸福感。

吉林德惠市惠发街道

开展环境整治 打造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