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重建轻管”问题
着力提升管护标准

“感谢农村改厕这一惠民工程，改厕后无蛆无臭，干净卫生，真
是太好啦！”谈及改厕的好处，山东省高唐县赵寨子镇唐庄村村民
赵永岭不住地点赞。

今年以来，赵寨子镇把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来抓，将全镇农村厕所整改纳入区域规划，
确保村内有一座水冲式无害化公厕，并进行户厕改造升级，向村民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同时，镇里还组织“红色马甲”志愿者队伍
和第三方环保公司，对厕改工程的实用性进行不定期实地走访调
查，知民情、听民意，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进行整改。为解决“重建轻
管”的问题，着力提升管护标准，赵寨子镇还在全镇设立了“长效管
护监督岗”，由各村（社区）推荐有服务意愿和有责任心的志愿者上
岗，重点监督改厕工程的服务效果。

如今，随着该镇农村改厕工程的不断巩固，不仅农村面貌大有
改观，村民也得到了实惠：家里没有臭味了，蚊虫少了，院子干净
了，使用新装上的冲水马桶也非常方便，更使得全镇村民收获了满
满的幸福感。截至目前，该镇累计完成农村户厕改造 7177 个，覆
盖91%以上的常住人口。 董哲 赵延慧

近年来，贵州省麻江县坚持党建引领，紧紧围绕农村改厕、村
庄清洁、污水治理等重点任务，不断美化农村人居环境，着力打造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图景。图为该县杏
山街道谷羊村一角。 张成平 罗文刚 摄

简讯

浙江乐清市
员工自发参与环境整治活动

“大家打扫时仔细一点，要把路上的垃圾彻底清除！”11 月 14
日，在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的沿江大道上，一群身穿红马甲的热心
志愿者，手拿扫把、铁铲、铁锹等工具，清扫着路上的垃圾，一旁的
墙面还挂上了环境保护宣传横幅。

“今天来了50多人，大家都积极参与。”温州市市民监督员、活
动现场组织者叶晓飞说。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叶晓飞介
绍，当天公司员工自发参与此次环境整治活动，还带来了割草机、
冲洗水枪、三辆垃圾清运车等设备。

该路段位于柳市镇金丝河村与北白象镇垟田村的交界处，长
约2000米，是七里港片区前往磐石、北白象的主要通道，由于临近
港口，过去曾有不少集装箱车、厢式货车等大型车司机为图方便，
违规将车辆停放在路旁，使本就不甚宽阔的道路更难通行。今年
8 月，乐清市相关部门对该路段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治，执法部门
对违停车辆进行劝离。“整治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们能做
的就是把路面打扫干净，便于大家通行，同时尽力规劝违停现
象。”叶晓飞说。 黄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让村庄环境更整洁，让村民生活更美
好。今年以来，福建省泉州市围绕“立足清、
聚焦保、着力改、促进美”的整治目标，结合闽
南农情民情、风俗习惯，抓住春节、中秋节、农
民丰收节等重要节点，组织开展村庄清洁行
动春季战役、夏秋战役、冬季战役，推进村庄
清洁行动纵深开展。

“全市 133个乡镇 2055个行政村，共发动
农民群众投工投劳约 31 万人次，清理农村生
活垃圾 103 万吨。”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蔡
龙群介绍说。清理村内水塘 8333 口、清理村
内沟渠 9859 公里、清理村内淤泥 2.9 万吨、清
理畜禽养殖粪污等 3.6 吨、750 个村 4016 户创
建美丽庭院……一系列村庄清洁行动措施，
换来一张张耀眼的成绩单。

分类施治让村庄环境焕然一新

泉州市坚持把村庄清洁行动作为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基础性工作抓细抓实，根据五
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要求，压实市县主体责
任，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把村庄
清洁行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不同时间点，整治的重点不同。今年以
来，泉州市先后下发《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暨
春季战役》《打好村庄清洁行动夏秋战役》

《加大村庄清洁行动力度助力疫情防控》《村
庄清洁行动冬季战役》等一系列文件，通过
全面部署，精心组织，促使各项工作措施真
正落地见效。

不同的地域，施治的内容也各具特点。
在拓展优化“三清一改”内容的基础上，各地
结合本地农情民情、风俗习惯等，组织开展各
具特色的自选动作，推进村庄清洁行动纵深
开展，促使村庄环境焕然一新。

晋江市以“拆搭盖、扫垃圾、清水沟、改厕
所、修裸房、多种树、美环境”为重点，深入推
进清水净海、植树造林、环卫保洁、治污减排

“四大行动”，开展村庄清洁全面提升战役、农
村主干道综合整治战役；南安市坚持以“搞好
村庄清洁、提升宜居品质”为主题贯穿全年工

作，开展农村“三清一改”攻坚战。
惠安县全面整治鸡鸭禽舍“乱占、乱搭、

乱盖”等突出问题，各村结合实际，引导村民
规范养殖，已摸排整治鸡鸭禽舍1217个，使畜
禽养殖污染得到有效治理；德化县开展“一清
二整三美化”行动及农村杆线整治、中心城区
主次干道两侧违规菜地整治、推广使用竹篱
笆等5个专项行动，实现美丽乡村处处美。

健全机制让村庄清洁长效化

泉州市以不断健全的机制激励人、管好
事，把惠民实事抓紧抓实，一方面延续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考评办法；另一方面调整完
善日常考评办法，将过去日常考评不分人口
规模的做法，调整为按乡镇常住人口数量大
于8万人、4—8万人、小于4万人3个等次划分
为三类，每月随机抽查 300 个以上行政村和
100段以上道路。

泉州市将日常考评与资金奖补紧密挂
钩，考评内容为村容村貌、村庄环境卫生日常
保洁、垃圾收集、水体整治和公厕管理维护
等，考评成绩按乡镇分类分别排名，实行“以

评代检”“以奖代补”，对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
到位，对考评成绩排名前 50 名的村给予奖补
资金，已下达奖补资金1000万元

洛江区在各村（社区）设立村级卫生管理
员，定期开展业务培训，配齐农村保洁设施
设备。南安市全面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实现市域内所有行政村垃圾治理全覆
盖；永春县所有行政村按“五有”标准建立生
活垃圾治理常态机制，按常住人口 500∶1 标
准配备保洁人员 1200 多人，实现清扫保洁常
态化。

泉州市在督导机制方面，强化督查检查、
考核激励、问题投诉受理，将村庄清洁行动实
施情况纳入市政府绩效考核、城乡建设品质
提升工作考核的重点内容，列入市政府第三
季度重点攻坚项目，以较真碰硬促村庄清洁
行动落实。曾两次深入 10 个县（市、区）开展
专项调研督查，促进村庄清洁行动开展。

晋江市每季度对各镇街至少开展一次村
庄清洁行动工作督导检查，并督导解决突出
问题；永春县实行“月通报、季点评、年总结”
制度，每月考评结果在县有线电视台等媒体

公布；安溪县组织对全县各大中型养殖场的
粪污排放进行检查，对各村村内张贴在墙壁、
门口、电线杆的非法小广告等进行清理，实现
了村庄整齐整洁。

村民主动参与夯实村庄清洁
行动基石

群众的事群众办，让村民在村庄清洁行
动中当主角。泉州市运用横幅、宣传单、微
信、抖音、村居大喇叭等载体，结合日常卫生
防疫及农村疫情防控措施等，广泛宣传村庄
清洁行动的重要意义；采用签订“门前三包”
承诺书、修订村规民约等形式，引导群众破除
陋习，爱护环境，提高村民文明卫生意识，形
成全民参与村庄清洁行动的浓厚氛围。

石狮市利用新闻媒体开设村庄清洁行动
专栏，多角度、多层次深入报道村庄清洁整治
情况，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台商区各村以
每月“党员活动日”为契机组织辖区内党员干
部清理村道沿线散落垃圾；安溪团县委、县妇
联发挥贴近基层的优势，组织大中小学学生、
青年志愿者和妇女开展各类活动。据不完全
统计，全市累计开展进村入户宣传教育约5万
场 51万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106万份，张贴宣
传标语3万条。

美丽庭院，共建共享。泉州市按照“布局
设计协调美、居室整齐清洁美、庭院净化绿化
美、家庭和谐家风美、产业致富生活美”等五
大标准，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农村妇女和
家庭，倡导家庭爱美、小家带动大家创美，因
地制宜打造美丽庭院示范户。

晋江市利用村庄的卫生死角，闲置地块
等打造微景观，累计在全市150多个村（社区）
打造 1000 多处乡村微景观，总建设面积超过
22万平方米，把脏乱差改造成洁净美；永春县
采取“政府引导+村民主建”的建设模式，调动
群众参与“美丽庭院”创建，引导建设“小菜
园、小果园、小花园、小公园”。2021年率先在
145 个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和 28 个省级乡村
振兴实绩突出村实现美丽庭院创建全覆盖，
认定 1730户美丽庭院示范户。截至 11月底，
全市已有750个村4016户创建了美丽庭院。

告别“脏乱差”迎来“洁净美”
——福建省泉州市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 王安刚 于志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青砖瓦、木窗棂，雕梁画栋，绚丽夺目，这
是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西杨家埠村的杨福源
家。81岁的杨福源和老伴几乎每天都会打扫
院子卫生，整理院中绿植花草。去年，杨福源
整洁美丽的庭院也成为 2020 年潍坊十大“美
丽庭院”之一。

在寒亭区，像杨福源家这类的美丽庭院
还有不少。村民以自家庭院为基础，积极参
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以“小庭院”提升
了乡村“新颜值”。

区委书记滕双兴介绍，近年来，把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
内容来抓，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的工作格局。村庄正从脏乱差转向净绿美，勾
勒出一幅幅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生动图景。

突出环境卫生，擦亮人居底色

冬日里的寒亭街道南庄村，宽阔整洁的
道路一尘不染，现年60岁的村民杜京莲正跟2
个孙女坐在长椅上晒太阳。杜京莲说，三年
前村里的状况与现在相比简直天壤之别。“那
时候道路没有硬化，村里干草堆、柴火堆遍
布，污水横流，谁都不愿意出门。现在环境好

了，一有空就往外走。”
寒亭区坚持以“三清一改”为重点整治内

容，大力组织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组织农村
群众和专业队伍齐上阵，全面清理各村房前
屋后、大街小巷的柴草杂物、积存垃圾等。区
财政每年直接投入达到 2500 多万元，为各村
按照每 100 户配备一名保洁人员、每 15 户配
备一个垃圾桶的标准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整
理。目前，全区各村专业保洁人员达到 1100
多名，先后建立 6 处生活垃圾转运站。同时，
全区的 19 条河流全部落实了区级和街、村三
级河长，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已经完
成。全区52家规模养殖场配套建设畜禽粪污
处理设施，目前规模养殖场配建率已经达到
100%、养殖专业户达到 50%以上。除此之外，
通过整治，2020 年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率达到95%以上，废弃农膜回收率达到98%。

寒亭区为了改变村民的不良卫生习惯，还
建立文明村规民约，通过发传单、村内大喇叭等
多种模式，引导群众自觉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通过“三清一改”，寒亭区促进了农村人
居环境由“点上美”向“面上美”，由“外在美”
向“内在美”，由“一时美”向“持续美”转变。

聚焦重点环节，加大整治力度

在市政管网无法覆盖的偏远村庄，大多

数生活污水都是较粗放地直接排放。但是，
在寒亭街道叶家庄子社区，一座正在工作的
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着村内的生活污水，通
过处理的污水基本可以满足整个社区的灌溉
需求。据了解，截至去年底，寒亭区通过单户
或整村集中的生活污水处理方式，完成农村
污水治理村庄159个。

除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外，寒亭区还着重
聚焦在厕所革命、道路硬化等重点环节，全面
推进区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寒亭区按照“因地制宜、一村一策、尊重农
户意愿”方式，集中连片全面推进农村改厕，确
保改一户、成一户、用一户、满意一户。目前，
90%农村常驻居民已完成改厕，累计投入2.5亿
元。此外，全区83个村级公厕也全部建成投入
使用；在已普遍实现“村村通”的基础上，寒亭
区进一步把硬化道路修建到每条大街小巷、每
家每户门口的“户户通”。目前城区范围以外
的286个村庄已全部实现“户户通”，累计硬化
里程1800余公里。今年又启动了总长42公里
的连村路整修工程，新增投入5400万元。

注重培育典型，发挥引领作用

街道两边是成片的向日葵、休憩的老黄
牛、活灵活现的舞狮子，这是朱里街道狮子行
村内由百名文艺爱好者呈现的 3D 彩色墙体

画；在固堤街道南王家埠村，村民在自家房前
屋后忙得热火朝天，为的是明年自家院里开
出更茂盛的高品质盐碱玫瑰。

狮子行村和南王家埠村不同的人居美
景，得益于寒亭区按照“户、村、片区”的层级
结构，积极选树推行“一村一品、一村一特色”
的先进典型，带动面上工作开展，真正实现

“家家庭院美、村村大花园”。
寒亭区按照庭院美、居室美、厨厕美、家风

美的“四美标准”，广泛组织开展美丽庭院创建活
动，努力从一个个家庭入手，带动面上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深入推进。目前全区累计创建美丽庭
院1.39万户。自2017年以来，寒亭区分批次打
造12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47个市级丽乡村
示范村，有力带动了周围村庄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标准提升。结合新的形势，今年又组织开展
了农村人居环境“全域整治、百村示范”行动，年
内在全区创建100个区级示范村，目前已有82
个村达到示范标准和要求。并且，先后创建3个
市级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覆盖村庄45个。

区长刘金国说，与此同时，寒亭区建立了
“区级财政投入为主+街道和村投入为辅+村
民和社会自愿捐助”的多元投入机制，目前累
计财政投资达到 9.62亿元。又通过督导检查
和严格考核奖惩，不断增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工作实效。

山东潍坊市寒亭区

家家庭院美 村村大花园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近年来，安徽省青阳县以满足群众迫切需
求为工作导向，通过“四项机制”构建起立体
化农村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体系，有效破解管
护难题。目前，全县 11 个乡镇均建成乡镇人
居环境管护站，农村厕所做到了“厕所坏了有
人修、粪污满了有人掏、粪污掏了有去处”，农
村生活垃圾实现日产日清，农村污水乱流乱
排现象得到有效治理，让“民生工程”真正成
为“民心工程”。

建立三级管理机制，将管护责任“担起
来”。为了让工作制度化，青阳县构建县委农
办牵头负责、乡镇落实具体事务、村级将服务
工作与群众意愿紧密结合起来的“县委农办、

乡镇管护站、村服务点”三级管理体系。同时，
该县依托乡镇人居环境管护站，统筹生活垃
圾、生活污水处理体系人员和设备，让农厕、垃
圾、污水维护等工作一体推进，破解农村公共
服务点多面广、多头管理等工作难点。青阳县
还建立农户厕所服务常态化机制，农户厕所出
现问题，一个电话，乡镇人居环境管护站管护
人员将第一时间上门服务，解决问题。

建立全员参与机制，将管护队伍“建起
来”。截至今年 10 月份，青阳县建成农村卫生
厕所 46220 座、生活垃圾收集点 1105 个、农村污
水处理设施 42 座、美丽乡村点 127 个。与此同
时，管护难度也在逐年递增，谁来管的问题也
一直困扰着青阳县。为此，青阳县建立了以专
职人员为主、兼职人员为辅的全员参与机制。

青阳县以乡镇、村为单位，建立公共服务
专业人才队伍，全县共聘用 65 名农村“能工巧
匠”开展厕污清掏、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在
兼职人员方面，青阳县与高校合作推进农村
实用人才队伍建设，计划“十四五”期间培养
和培训 5500 名乡村人才和高素质农民。与此
同时，青阳常态化组织党员、乡贤、能人，补充
乡镇公共服务队伍覆盖不到区域。目前，全
县农村党支部通过文明创建等方式，共参与
公共服务志愿服务活动 496 次，参与党员人数
8900 人次。

建立资金统筹机制，将各项工作“立起
来”。青阳县采取县乡村三级统筹解决一部
分、市场化运作解决一部分的方式，有效破解
了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瓶颈。县财政统筹乡村

振兴、环保、住建等相关项目资金 7000 余万元，
对改厕整体推进村、环境管护站、联户集中处
理站分别补贴 89 万、110 万和 680 万。政府补
一点，农户出一点，初步建立起农村人居环境
管理长效机制；对丧失劳动能力、缺少劳动能
力户，经村“两委”审核公示，纳入无偿服务人
员名单，体现人文关怀。

建立回收利用机制，将废弃资源“用起
来”。青阳县结合村庄清洁行动、爱国卫生运
动，采取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包村和镇村干
部进村入户宣讲等方式，发动 1.5万余农村改厕
户签订自行清掏承诺书；对不愿意自用厕污资
源的农户，通过乡镇人居环境管护站与周边农
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
合作，做到厕污处理还田资源化利用。

构建服务体系 破解管护难题

安徽青阳：让“民生工程”真正成为“民心工程”

四川青神县
群策群力共建宜居乡村

近年来，四川省青神县发动群众力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全面推动美丽竹乡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县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
水有效处理村占比分别达到 100%、98.1%，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到97.8%。

生活垃圾处理方面，青神县一方面激发农民自身动力，由村集体
经济出资，全县购置生活垃圾分类桶4万套，每户每月收取1元的生
活垃圾治理经费，引导农户主动开展垃圾分类。另一方面实行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市场化，县国有平台公司统一布局建设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点1842个，并对收集点垃圾进行循环收运、集中处理。

农村改厕方面，青神县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采取接管优先、
沼改厕、三格化粪池三种技术模式，改造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并分
批次、分区域统筹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除此之外，青神县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引导农户建设“小菜
园、小果园、小花园、小公园”等“四小园”扮靓房前屋后。并采取“村
民主建+政府配套”的建设模式，由乡镇政府对村民收拾整理出的
地块进行配套完善，统一建设竹栅栏，引导村民对房前屋后闲置土
地进行收拾整理。目前，全县建成“四小园”5万余个。青神县还通
过引导农户利用庭园打造竹茶园、竹果园、竹花园，实现农旅融合，
带动旅游收入1亿元以上。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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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外山乡墘溪村松溪风貌。 资料图

广西南宁市良庆区
生态环境与乡村振兴双驱动

近年来，广西南宁市良庆区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将厚
植生态优势、发展绿色经济、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与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强首府战略有机结合，实现了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双促进、双丰收。

该区出台了相关政策，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全力保障生态建设
项目落地。4个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已全部投入使用，良庆区成为南
宁市首个镇镇建有污水处理厂的县区。建成100个村级污水处理
设施，已建农村生态污水处理项目行政村占比位居全市前列。先
后获得自治区级生态镇4个、自治区级生态村27个、市级生态村14
个，并成功创建自治区级生态县（区）。

该区编制了与生态相适宜的项目开展“绿色招商”，培育壮大
与生态相宜的绿色产业体系，力促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深
度融合、协调发展，探索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同频共振、相
辅相成的“双赢”之路。 卜英豪 施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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