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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平坦的道路，干净整洁的街巷，错落
有致的农宅，生机勃勃的田野……初春，行走
在赣鄱大地，一幅幅美丽乡村画卷令人心旷
神怡。

一大早，江西省横峰县红桥垦殖场练家
分场退休职工老江在村里的小广场上锻炼，
看着白墙黛瓦的房屋，花草掩映的庭院，老江
满足地说：“要在过去，家门口就有这景色，那
想都不敢想。”

近年来，江西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把充分发动群众参与作为打
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最后一公里”的“钥
匙”，通过全民动员、人人参与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大大提高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据了解，目前江西省已累计完成 13 万个
村组村庄整治建设，17353个行政村已全部开
展村庄清洁行动，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
率达 94.09%，集中居住 1000 人以上村庄实现
了卫生公厕全覆盖，99.56%的行政村纳入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71 个县实现城乡环
卫“全域一体化”第三方治理，创建了 19 个美
丽宜居示范县，建设了一大批美丽宜居示范
乡镇、村庄、庭院。

近日，记者走进江西，看这幅“气象新、面
貌美、活力足、前景好”的乡村锦绣画卷如何
在赣鄱大地铺展开来。

在横峰县莲荷乡夏阳村的树林间，民宿
老板徐翔正在帐篷里布置床品、小桌和取暖
设备。“城里人在优美的乡村环境中烤火、烧
肉，听虫鸣蛙叫，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田园生
活。”徐翔介绍说。

“游人多起来，村里的垃圾怎么办？”面对
记者的疑问，徐翔介绍，村里有“清洁家庭”红
黑榜，详细地记录了每家每户的垃圾处理情
况。“有了这个摆在村口的监督榜，家家户户
都按照要求把垃圾分类。村里干净整洁，游
人也更自觉了。”徐翔说。

在夏阳村户户争上“清洁家庭”红榜的同
时，一场助力村庄清洁和疫情防控的“赣南
新妇女”运动在赣州市中心城区举行。2020
年 3 月起，赣州市发动该市 5 万余名村妇女

小组长，带动家庭主妇把家里及庭院的环境
卫生搞好。

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也让村民由村庄
清洁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关系到每个村民，最
怕‘干部干，群众看’，没有群众的参与，再好
的环境也保持不住。”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社会
事业处副处长罗新介绍说。

为了动员全民参与，江西省结合开展“农
业大讲堂下基层宣讲”活动，向广大基层干
部群众宣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据了
解，仅 2020 年共组织 119 个志愿宣讲团、1174
名专家，深入 976 个乡镇、5165 个村开展动员
宣讲。

“你好，我们这里保洁员清扫公共区域卫
生不及时、不干净，请通知及时清理。”武宁县
上汤乡村民叶征华通过“万村码上通”管护平
台，反映村里保洁员保洁不彻底一事。武宁
县农业农村局接到问题反映后，立即核实并
马上督促整改。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既要让村民自己参
与，还要有一个好的监督机制。”罗新说。江

西紧盯“重建轻管”，在全国率先创新建立省
市县三级统一监督平台——开通农村人居环
境治理“万村码上通”5G+长效管护平台。

2019 年 11 月该平台上线后，群众通过平
台二维码登陆，可以发送实时语音、上传现场
图片等，对当地农村改厕、村庄垃圾、生活污
水、村容村貌等相关问题进行投诉举报和政
策技术咨询，形成自下而上的畅通监督及沟
通机制。

随手拍、随时报、“码”上办的方便、快捷
模式也动员了群众的积极性。“一发现问题及
时上报，随时解决身边问题，就很有参与感。”
南昌市进贤县三房新夏村村民周程亮说。

“万村码上通”一方面让群众真切感受到
“群众有所呼、干部有所应”，一方面也对投诉
整改等方面统计报表进行整理和大数据分
析，为各级党政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以前环
境监督工作都靠督查办走访，现在全民参与
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南昌市进贤县
罗溪镇副镇长陈彤介绍说。

目前，平台关注度突破30万人次，共收到
问题4435条，受理率达100%、满意率达97%。

人人动手干 乡村展画卷
——江西省全员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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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之滨，南岭之南。作为经济总量占
全国 1/8、有着“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称号的
广东，不仅仅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上走在全国
前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也毫不逊色。

自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以来，广东省 2277 个省定贫困村已经实现

“后队变前队”，全面完成基础环境整治，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本完善，产业发展进步
明显，全部达到脱贫标准，村容村貌全面提
升。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理念暖风吹进每
一位村民心中。

挖掘村域资源
走生态发展路

蓝天碧水，鸟语花香，错落有致的庭院，
门前玩耍的孩童，倚门闲坐的老人……2020
年 12 月，记者走进狮峰村，看到的就是这样
的景象。

狮峰村总面积 3.6平方公里，下辖三个自
然村，总人口 2582 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近年来，狮峰村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变成为脱
贫攻坚资产，探索了一条生态扶贫之路。

56 岁的狮峰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李统
伟原是省级渔业养殖龙头企业的老总。2014
年，李统伟当选村主任，开始想办法改变村
容村貌。

说干就干。几年时间，狮峰村旧貌换
新颜。

“这里原来是废弃鱼塘，经过倾心打造，
现在每年夏天，这里的百亩荷花都成为网红
打卡地，有效带动了群众和村集体收入增
加。”走到白鹭湖旁，李统伟说。

2019年，狮峰村接纳游客 30万人次。
狮峰村的生态发展在广东省并非个例。

这些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记者从广东省
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广东省近年来不断加大
专项资金保障投入，帮助省定贫困村的生态
发展。省级财政 10 年计划投入 1600 亿元补

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利用文化历史资源
走农文旅融合发展路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文化和旅游相辅相成，相生共兴。只
有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才能提升旅游
品质。

仙坑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具有客家
特色的八角楼、四角楼古建筑和客家文化遗
产保存完好，被列为中国第五批传统古村落
名录。

2016 年，仙坑村还是一个村集体收入只
有 3 万元的小村庄。然而到了 2019 年底，仙
坑村的村集体收入就已经达到 44 万元、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15297 元，高于同期全省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0%。

在康禾镇副镇长肖龙看来，仙坑村的蜕
变得益于找准了发展定位，深挖古村落和客
家文化，修缮古建筑，集中社会力量，助力文
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钱从哪里来？记者了解到，随着仙坑村
旅游产业的日益完善，仙坑村凭借“万企帮
万村”“省级新农村示范片”和帮扶单位政策
的纵深推进等资金支持，仙坑村研学基地总
投入超过 6000万元。

在村里的一家民宿，记者见到了今年 65
岁的叶运钦。在交谈中，记者得知，研学旅
游按照中小学生选择的研学内容收费。主
要包括干一些基本农活、体验农家饭、认识
农作物、了解客家文化及其建筑等。2020 年
11 月，叶运钦共接待 14 批次共计 280 位学
生，净收入近 5000元。

“2020 年年底，我们还接待了一批 400 多
人的学生团来研学呢！这是我们准备接待
的图片。”康禾镇副镇长肖龙给记者展示微
信聊天记录时说道，“去年全年仙坑村共接
待游客 3 万人次，其中学生研学活动创造的
乡村旅游经济效益近 80万元。”

目前，仙坑村可行性规划年游客接待能
力为 15 万人。主要接纳来自全国各省市区
的大中小学生和普通游客。

据介绍，随着广东省省级新农村示范片
的打造和治理，目前 393 个行政村的省级新
农村连片示范村高标准完成基础环境整治，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全部完善。广东省也
因此有 34个乡村入围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传承革命精神
“红绿配”助力特色村落建设

揭阳市揭西县南山镇火炬村，因山脉地
形如双龙会水，而曾取名为龙跃坑。1955
年，改名为“火炬村”。

走进火炬村，映入眼帘是在村庄房屋、
围墙上的红色主题墙绘、矗立的火炬、贯穿
村落的涓涓溪流和秀美的自然风景。眼前
所见，仿若把人们带进了一段历史中去。

“2015 年，火炬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
零，2016 年被评为省定贫困村。”揭阳市直属
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驻火炬村党建指导员何
刚直言他来到火炬村前的情况。

2017 年 12 月，火炬村被广东省委组织部
列入“红色村”党建示范工程。一场轰轰烈
烈的乡村环境整治行动拉开帷幕。

几年来，火炬村坚持“绿色”“红色”融合
发展理念，按照尊重历史的原则进行革命旧
址修复，先后投入 500 多万元，完成了司令
部、后勤部、兵工厂、军政法庭、弹药库、后方
医院、北山楼等革命旧址修复工作。

与此同时，火炬村以“幸福时光田园”为
主题的绿色旅游谋划发展项目，已成功引进
了揭西县鸿霖蔬菜种植有限公司，计划建设
面积 300 亩，现已完成首期土地流转 90 亩和
蔬菜种植。2019 年，村集体收入达 12.5 万
元，通过“党支部+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
经营模式，让农户参与蔬菜种植，带动农户
收入持续稳定增加。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广东省将在珠三角核心区、美丽乡村“一
十百千”示范创建区域、沿重要交通线等地
率先打造一批风貌突出的各类样板示范村
庄，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引领带动全
省乡村风貌提升。

暖风拂遍南岭南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乡村成为生
态宜居的美丽家园，这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
人民的期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因此，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中我们
看到千万村庄盘活了沉睡的绿色资产，在“厕所革
命”中我们看到臭气熏天的河道变回清澈见底的小
溪，在村庄清洁行动中我们看到漫步在乡间小道中
老乡饱满的精气神。

一场清洁行动带动了一个旅游产业，一个“垃
圾兑换银行”解决了棘手的垃圾分类，一张村庄蓝
图吸引了无数游子返乡创业，这样的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好典型”“好故事”正在全国各地不断涌
现。短短几年间，绿水青山返还了大地，美丽的乡
愁留在了人间。

在乡村发展建设中，因地制宜，规划先行，保护
好绿水青山和田园风光，留住独特的乡土味道和乡
村风貌，做到面子漂亮、里子厚实，既有颜值又有内
涵，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人居环境整治》版致
力于以真实客观的报道视角参与这一进程，总结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接地气的优秀范例，积极配合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我们愿意为一个好的整
治实践鼓与呼，我们愿意为环境整治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争与鸣。

这一切都离不开您的参与和关注。
如果您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参与者或

者受益者，“地方探索”栏目可以报道您在整治实践
工作中的创新和探索；如果您对农村人居环境的实
施有独特的见解，“宜居漫谈”栏目将记录您的所
思所感；如果您挖掘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
的新亮点，“田园之约”将为您提供展示的平台；如
果您捕捉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生动的镜
头和优美的画面，“醉美乡村”栏目期待将您的见闻
传播。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只有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了，农民幸福指数提升了，才能真正深入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才能乘势而上开启“十四五”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在一山一水的乡土中
守护老百姓的乡愁，在整洁干净的村庄中看到乡亲们
满意的笑脸，一起守望华夏大地的绿水青山！

致
读
者

6 人居环境整治
2021年3月4日 星期四

编辑：付雅 策划：唐旭 朱凌青 新闻热线：01084395126 E-mail：shenpinzhuanban@163.com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见习记者 朱凌青

“春风朝夕起，吹绿日日深。”三月的潇湘
大地，好风光不只藏在青山绿水中，更呈现在
一幅幅由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铺就的美丽乡村
画卷里。

在永州市零陵区石岩头镇财家村，村主
干道上整齐地摆放着垃圾桶，村里家家户户
门前被收拾得美观清爽，条条村道被打扫得
整洁干净；在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金甲
村，苍蝇多、味道大的旱厕已退出历史舞台，
村民都用上了无害化卫生厕所，污水得到了
集中处理，还渠塘河湖一片清畅；在宁远县
仁和镇冯石村，美丽的小公园取代了闲置的
土砖房和脏臭的垃圾堆，成了村民健身活动
的好去处。

这些村庄和谐宜人的面貌正是湖南省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一个个缩影。

据了解，截至 2020年底，湖南省近 3年改
（新）建农村户厕 300 万余户，新建农村公厕

2000 余座；全省共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1456 万
吨、已建成乡镇垃圾中转站1079座，共配备保
洁员 13 万余名，在 122 个县市区建立了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对生活垃圾进行治
理的建制村比例达 93.8%，对污水进行处理的
建制村比例达到 49.8%。近日，衡阳市珠晖
区、岳阳市湘阴县、永州市零陵区、邵阳市新
邵县等 4 个县区更是入选为全国村庄清洁行
动先进县。

累累硕果的背后是湖南省把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作为打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
仗的决心。通过抓领导责任落实、抓工作部
署推动、抓试点示范引导、抓技术标准制定、
抓责任部门联动、抓政策业务培训，抓群众主
体参与、抓工作督导考核、抓资金投入保障，
该省摸索出了一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湖
南经验”。

在农村厕所改造这件“小角落里的大民
生”问题上，湖南省在全国首创了“首厕过关
制”还积极探索了农村改厕商业保险参与机
制。其中，“首厕过关制”要求科学确定改厕模

式、施工承包方式、工程监理及运维机制，建立
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体系，形成一整套规范的农
村改厕模式并实践于第一个厕所，经过验证可
行后再全面推广。通过以首厕过关，带动每厕
过关，确保正常使用并发挥粪污无害化处理功
能，确保“改一个，成一个，用好一个”。

在“首厕过关制”诞生地岳阳市云溪区，云
溪街道青石村村民李亚平在家中厕所完成改
建后，感慨道：“一分钱也不用花，政府帮忙实
施农村改厕，没有一丁点儿臭味，比原先的蹲
坑茅厕好多了，真是为群众办了一件大事！”

在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生产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这些过去的“顽疾”上，各地先后
开出“良方”。其中长沙市垃圾治理、津市市
垃圾治理“绿色存折”模式、武冈市和邵东县
农村环卫及农村生活垃圾回收“两网融合”经
验、衡阳县泉湖镇“让每口塘都有自己的清洁
管家”的“塘长制”等经验还得到了全国推广。

说起“绿色存折”模式，津市市新洲镇五
泉社区居民辛继英赞不绝口。这种模式发动
村民上交日常生活中的可回收垃圾，变垃圾

为“存折”里的积分，凭积分可换购牙刷、纸巾
等日用品或兑换现金。这样从垃圾源头实行
分类减量，节省了收集转运和填埋成本，也转
变了村民过去堆积垃圾、焚烧垃圾的坏习
惯。辛继英说，有了“绿色存折”后，垃圾少
了，空气新鲜了，到处都干干净。

在村容村貌提升、村庄规划、完善和建设
管护机制等事关升级农村“美丽家园”的问题
上，湖南各地也因地制宜、各出奇招，涌现了
邵阳市乡村清洁法治模式、益阳市家庭庭院

“六个一”整治模式等经验。
其中，在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衡阳

市珠晖区，通过以奖代补、宣传评比、村干部
包组包巷包户、党员包自家包亲戚包邻里、农
户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等方式，村民有了“既
当受益者更当参与者”的意识，形成了主动维
护村容村貌的良好氛围。

“环境好了，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好。”目睹
村容村貌变得焕然一新、大家的生活习惯变
得绿色文明，珠晖区茶山坳镇当地村民说他
们对乡村振兴的未来充满期待。

干干净净迎小康 美化环境兴村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湖南样本”观察

地方探索

广东省潮州市归湖镇狮峰村白鹭湖治理后的情况。

乡村之美乡村之美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杜泽镇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使旧日破败
的村落变成今日美丽的古城风景，围绕巽峰塔和铜山源开展的乡村旅
游蓬勃发展，为当地百姓带来新的就业机遇。 柴子峰 摄

望

分类有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加快研发干旱、寒冷地区卫生厕所适
用技术和产品，加强中西部地区农村户用厕所改造。统筹农村改厕和
污水、黑臭水体治理，因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健全农村生活垃圾
收运处置体系，推进源头分类减量、资源化处理利用，建设一批有机废
弃物综合处置利用设施。健全农村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机制。有条件的
地区推广城乡环卫一体化第三方治理。深入推进村庄清洁和绿化行
动。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和美丽庭院示范创建活动。

——摘自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