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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

□□ 韦波 朱成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以前家里是旱厕，蚊蝇乱飞、气味难闻，儿子媳妇因为厕所
脏都不愿回家。”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孟兴庄镇老垛村土生土
长的孟祥义老人谈起过去如厕时的窘境，言语里充满了无奈。

如今再看孟祥义的厕所，厕浴一体的室内卫生间，贴了瓷砖
的地板和墙壁、淋浴设施和洗手台都干净整洁，以往传统、简陋、
脏乱的室外旱厕变成了干净、方便的水冲式厕所。“改厕后，卫生
方便不说，儿子媳妇回家次数都多了呢！”孟祥义高兴地说。孟祥
义家小厕所的大变化，正改变着他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也动
员了越来越多的老垛村村民成为户厕改造的参与者、受益者。

老垛村只是孟兴庄镇的一个缩影，该镇改厕工作正在稳步推
进，干净的抽水马桶逐步取代往日脏乱差的露天旱厕。

万事开头难。一开始，全镇改厕工作推进得并不顺利。如何
把改厕工作做好，孟兴庄镇没有搞“生搬硬套”，而是通过试点，形
成了一套统筹指导、齐抓共管、上下联动的工作方法。

孟兴庄镇成立调研专班和推进专班，专班专人进村入户，细
化专业推进。专班全面摸清村庄问题厕所底数，梳理症结，并由
镇领导干部牵头，召开镇村工作推进会、党员扩大会、村民代表
会，加大推进力度，提高改厕进度。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孟兴庄镇选点打造样板户，每村选取
村干部、有声望的家庭作为试点，打造10家样板户，让其他农户改
前先看。同时，通过横幅、广播、短视频平台等手段，线上线下齐
宣传。

孟兴庄镇还把农村户厕改造提升与污水治理、特色田园乡村创
建、村内重点工程建设、文明新风构建相结合，同步推进，分步实施，
并将改厕与党员示范户、美丽庭院示范户、“好婆婆好媳妇”评选相
结合，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带动村民参与到村庄美化行动中来。

孟兴庄镇改厕过程中严把质量关，把牢招标标准、质量标准、
施工标准等五个标准，确保改厕质量，实现“改一户成一户”。孟
兴庄镇还建立村庄后期维修队伍，针对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实行2
年内免费维修。并实行一户一档，按拆除前、建设中、建成后 3次
拍照留存，做到有图、有表、有成效。

厕所干净了，村庄清爽了，农村厕所革命让整个孟兴庄镇的
村庄风貌得到极大改善，良好的如厕环境不但美了村庄，更暖了
民心。

□□ 刘祖刚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莫志超

这几天，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泉江镇太盆
村的蔬菜陆续采摘上市，蔬菜种植大户、脱贫
户叶诗法将空心菜装入一个个泡沫箱中，再用
三轮车运到村里新建的交易市场销售。村党
支部书记黄五香看着村民忙碌的身影，脸上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因为她明白如今蔬菜产业壮
大背后的辛酸。

太盆村离遂川县城仅 4.5 公里，农田面积
748亩，属于从平原向丘陵的过渡地带，清澈的
河水从村边流过，冲积出肥沃的滩地，十分有
利于蔬菜的种植。然而，守着这样好的条件，
太盆村却一度“无路可走”。

“以前出村道路狭窄不畅，只能从地里一
担担挑着蔬菜到县城卖，往往因为不够新鲜被
压价，卖不完的也只能低价处理掉。”黄五香告
诉记者，过去村内道路多为土路，一遇到大雨
便泥泞难行，时常有孩子和菜农摔倒。

第一次变化发生在2003年。当时，遂川县
启动公路建设项目，与县城咫尺之遥的太盆
村，终于通了一条宽 3.5 米、长 4.5 公里的水泥
路，直达县城，出行条件大为改观。陆续有村
民发展各种产业，外出务工也方便了，但太盆
村还是不温不火。

第二次变化便要从黄五香说起，2012 年，
她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为当时还是贫困村的
太盆村争取到了产业互助资金。钱有了，发展
什么产业呢？

“太盆村是遂川县饮用水一级保护区，
不能开矿、办企业，也不适合大规模养猪。”

黄五香有了灵感，“通了水泥路，还是种菜靠
谱。”她带着村干部和思想比较活跃的菜农到
各地参观学习，引进了大棚，种上了市场俏销
的新品种。慢慢地，大棚越来越多，大伙儿的
钱包也越来越鼓。2015 年，太盆村顺利脱
了贫。

与此同时，太盆村的路又升级了。“十三
五”时期，遂川县针对产业发展需求，拨款帮助
太盆村修通了一条宽 2 米多、长 5 公里的机耕
道。“机耕道上过一辆小型农用车绰绰有余，批
发商直接来到地头选货，十几分钟后，菜就出
现在农贸市场里。”叶诗法说。

如今，太盆村的产业设施则经历着第三次
升级。新建设的大棚每个面积约 400平方米，
骨架、薄膜、滴灌系统加起来造价在 1 万元左
右。相较于第一代大棚更高大结实，钢管替代
竹片做骨架，能承重、更耐久。高标准田园化
改造后，大棚四周水沟环绕，旱情较重时可漫
灌，棚内还埋设了滴灌系统，确保日常节水保
墒。小型翻地拖拉机、旋耕起垄机自由出入，
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

太盆村还成为遂川县三大蔬菜供应地之
一，村里建起了一座占地1000余平方米的钢制
框架式交易市场，从开工到落成仅用了 30 余
天。在这里，后八轮挂式货车能灵活掉头，大
宗新鲜菜调运更便利。

从“人走路都会摔倒”到“大型货车也能应
对自如”，基础设计的建设升级让太盆村的产
业焕发了光彩。黄五香希望，下一次升级能够
让太盆村的蔬菜品牌更响，让这条“蔬菜路”走
得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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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遂川县泉江镇太盆村

路越修越好 菜越种越多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炜

“俺们村3个废弃坑塘占地近10亩，
过去别提多脏乱了。自从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攻坚行动以来，村里进行了集中整
治，在四周种花栽树，铺设人行道，供村
民游玩赏景。同时，在汪塘里栽种了莲
藕等水生作物，还能多一份增收的门路
哩！”山东省沂南县苏村镇小杜家庄村党
支部书记安凤娟自豪地表示。

今年以来，苏村镇聚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以路域环境、村庄环境、庭院环境三
大整治为抓手，重点开展农村垃圾治理、
污水处理、废弃坑塘治理、户厕改造、绿化
美化等20余项工作，既亮“面子”又实“里
子”，为乡村振兴擦亮了美丽底色。

开展集中整治，乡村颜值再提升。

环境整治成为管好、用好“四好农村路”
的具体举措，通过对域内六段主要道路
和各自然村的入村路进行路肩坝整修及
绿化、美化，近 3.5 万米长的路域栽植苗
木2.2万余株，实现了“绿不断线、景不断
链”。同时，对乡村主道、房屋周围采取
不同种类花苗“错位”种植的方式，不留
空白、见缝插花，累计撒种400余斤，形成
了“一村多景”层次分明的村居景观。

优化基层治理，形成环境“责任
田”。为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
作迅速展开，苏村镇明确片区分工，在领
导班子包片区、机关干部包村、网格管理
员包网格的同时，设立893名胡同长负责
街巷环境卫生的督促和检查。通过开展
胡同卫生评比、“美在农家”创建等活动
助推农村人居环境的整体提升。

山东沂南县苏村镇

环境整治共建宜居新农村

□□ 刘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近日，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托依堡
勒迪镇托依堡勒迪村正积极打造乡村振
兴示范村，村民踊跃参与。“我参加了村里
的志愿服务活动，义务打扫主干道卫生，
我要用双手将我们的村庄建设得更加美
丽宜居。”村民阿布都热合曼·如孜说。

放眼全阿克苏地区，各县（市）正在
开展以“农村环境勤打扫、营造整洁新风
貌”为主题的村庄清洁行动“夏季战役”，
实现村内大街小巷净、房前屋后净、河塘
沟渠净、村庄田头净、乡间小道净，村庄
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记者从阿克苏地区乡村振兴局获

悉，村庄清洁行动“夏季战役”开展时间
为6月1日至9月30日，各县（市）落实县
乡村三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要求，做好
宣传发动、行动实施、监督检查工作，动
员党员干部群众全面清理村庄农户房前
屋后、绿化林带、村庄巷道、沿村公（铁）
路、集贸市场等人员聚集地的犄角旮旯、
死角盲区及沿线散落垃圾，形成干部引
导、群众参与、上下联动、综合治理的良
好氛围。截至目前，已清理村庄垃圾
85.54万吨，清理房前屋后河塘沟渠、污水
坑、排水沟中的杂物淤泥10.5万吨，清理
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85.49万
吨，发动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 79.2 万人
次，清除村内残垣断壁 2.7 万处，开展入
户宣传9.22万场次、195.84万人次。

新疆阿克苏

打响村庄清洁行动“夏季战役”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全国农村户厕问题摸排整改“回头
看”会议召开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制定了

《宁夏农村户厕问题摸排整改“回头看”
工作方案》，要求宁夏各地各部门利用 3
个月时间，以自治区农村厕所信息管理
系统填报为契机，进一步逐村逐户开展
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全区农村户厕改
造家底，彻底做到底清数明。

对因供水、防冻等问题未解决的户
厕，尽快采取有效措施，确保10月底前整
改到位；对模式选择不合理等问题，纳入
今后重点工作，逐步有序整改；对运维服

务跟不上的问题，加大对村级服务组织
和第三方运营团队的整顿及监督管理，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对已经建好，
老百姓因生活习惯一时不愿用等问题，
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群众转变思
想观念，尽快用起来。

《方案》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
市县主体责任，要强化资金保障，统筹安
排户厕问题整改项目资金，确保户厕整
改资金落实到位、问题整改到位；要强化
技术帮扶，自治区将分山川两个片区建
立专家技术服务团队，通过提供线上线
下技术服务，指导各地各部门开展农村
户厕改造和问题整改。

宁夏

逐村逐户排查农村问题户厕

□□ 吴丽萍 翟孟逍

为补齐农村公路短板，打通群众出
行“最后一公里”，广西壮族自治区全面
启动实施乡村道路“三项工程”，即自然
村（屯）道路通畅工程、自然村（屯）道路
提升工程和乡村道路安全生命防护工
程。到今年底，全区完成新改建农村公
路6100公里。

今年全区将实施自然村（屯）道路
通畅工程 9076 公里、自然村（屯）道路提
升工程 10012 公里、乡村道路安全生命
防护工程 3977 公里，改造 160 座农村公

路危桥。
为促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今年全区计划投资 108 亿元加快乡乡通
二级或三级公路建设工程，力争到年底
基本实现所有乡镇通三级及以上等级公
路，基本建成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节
点、建制村为网点的“外通内联、通村畅
乡”的农村公路网络。大力发展“农村公
路+”模式，支持和鼓励各地加强农村公
路与农业种植养殖基地、农产品精深加
工业基地、现代农业服务产业基地的衔
接，加快乡村产业路、资源路建设，促进
农村公路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广西

今年底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6100公里

近年来，重庆市荣昌区不断美化农村人居环境，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发展乡
村旅游业，让农民的村居“靓”起来、腰包鼓起来。图为四川美术学院学生为河包镇经
堂村创作的农房壁画。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摄

重庆荣昌区

农房壁画扮“靓”美丽乡村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 韩啸

旧犁耙、旧瓦片、旧水缸，都被重新
利用，清理过的裸露土地上种满了各种
草木，修整后的街道依然保留了村民的
菜园。不少村庄整治后引来了天鹅、白
鹭栖息……

这场在崤函大地——河南省三门峡
市徐徐铺开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乍
一看并不轰轰烈烈，但细品起来却能感受

“润物无声”的绵延之力。“从2021年开始，
我们集中开展各类整治活动1690余次，始
终杜绝形式主义、不搞大拆大建，根据一
村一情、一村一策、因地制宜，并通过‘微
改造、巧植入、精提升’的思路挖掘村庄价
值。”三门峡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何耀武
说。目前，三门峡市的综合指标经严格测
评后位列全省18个地市第一位。

三门峡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究竟妙
在何处？无声润物之力何以积微成著？
昔日落后、脏乱的涉农社区，如何发生
蜕变？

巧植入精提升
细微之处见真章

小暑雨后，记者来到灵宝市焦村镇纪
家庄村，在满眼翠绿的掩映下，是整洁有
序、生机盎然，极具“豫西”地方特色的古
朴村落。在村口的“小游园”里，曾用来储
水的“陶瓷坛”被用作了花盆，“废弃木桩”
围起了长长的绿化带，新栽的春梅、玉兰、
女贞树在微风中摇曳生姿，处处呈现出

“乡土味”十足的怡人景象。
“这地方原来是养牲畜的弃坑，污水

横流、垃圾遍地，谁也没想到能改成公
园。”散步中的村民王宏运说，“去年村干
部说要把这块撂荒多年的地改成公园，大
家从起初不相信到后来一起干，修亭、栽
花、种树都参与了。”

村党支部书记纪赞革介绍，新栽的苗
木、造景的磨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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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要用‘绣花功夫’来
变废为宝，让村庄变花园、果园、菜园和
游园。”

2021 年 10 月开始，三门峡市率先在
全省打响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攻坚
战。但“人少地多”是实情，乡镇、村集体
账面还不宽裕，所以大拆大建、快干猛进
的形式主义尤其使不得。于是，一条“微
改造、巧植入、精提升”的工作思路在三门
峡市浮出水面。

何耀武介绍，微改造的关键就是要
“就地取材留乡愁”，通过地形微改、树木
微整、设施微增，从小切口入手，挖掘每个
乡村的独特之处，积少成多，引起质变。

近一年来，这种“化腐朽为神奇”
的精妙操作，在三门峡市的不少乡村

不断上演。
在距离纪家庄村 60 公里外的卢氏县

官道口镇果岭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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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道口镇副镇长兼果岭村党支部书记
袁平方说：“以前，村民居住分散，普遍保留
了种烟、养牛的传统，村里的牛粪、垃圾处
处都是，污水横流，环境卫生非常差”。

果岭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就从“拆违治
乱”开始，一边统一为农户建牛棚，一边拆
除村中危旧房屋、烟炕、旱厕等，腾出空间
统一规划，形成了很多个微小景观。村民
利用道路两旁的山谷起伏地带大面积栽
植紫薇树打造“紫薇花海”，目前已成为附
近小有名气的观光打卡地。

“其实这也是‘巧植入’的精髓。”何耀
武说，“我们把党建、生态、文化等元素融
入到人居环境整治中，在重塑乡村形态、
提升村民生活品质的同时，也扩充了乡村
的内涵。”

在微改造、巧植入的前提下，三门峡
市通过“精确地点绿化、精准节点提升、精
细管理到人”的三步走，最终让每个乡村
都形成独特的区域风貌，推出了一批“一
村一景”“村村差异”的多形态、多元化精
品村庄。

定制度聚人心
全民参与氛围强

然而，无论是受益者还是参与者，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角始终都应该是村
民，三门峡市深谙其理。

距离卢氏县城 75 公里的瓦窑沟乡古
寨村位置偏僻，深山裹挟之中，湍急的瓦窑
沟河将村子一分为二，这里的故事也随着
每年的丰水、枯水期周而复始。从2017年
开始，针对河流两岸的“滩涂治理”，不光彻
底改善了古寨村的生态，更见证了村民们

环境意识的觉醒和主人翁心态的形成。
村民余春峰在这里已生活了20多年，

在他印象里，以前河道是村民丢弃生活垃
圾的场所，谁没事也不会去河边溜达。然
而到了今年3月，余春峰一家却因为“人居
环境”搞得好，被评为了村里的“五美庭院
户”和“星级文明户”。“要想当‘标兵户’

‘文明户’，就得把家庭卫生搞好，在环境
治理中当先进！”余春峰说。

瓦窑沟乡乡长孙小伟认为：“农村是
属于农民的，政府的工作还要重在引导，
所以我们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关键，就是
要把村民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村头公示栏上，“网格片一周一评比，
户下考核一月一公示”的工作机制写得清
楚、明白，一旁的“红黑榜”更是体现出农
村的“面子文化”，为的就是营造家家讲卫
生、户户比洁净、组组来评比、村村展新颜
的普遍氛围。

“乡里每个村都是先从村支部书记、
村组干部、党员个人的人居环境卫生抓
起，每 10天组织一次环境卫生评比，张贴
红榜、挂流动红旗，在群众中形成了‘比家
和、院净、景好、人美’的争优氛围。”孙小
伟说。

而从全市范围来看，三门峡市已先后
组织开展了“百企兴百村”“小手拉大手”

“美丽家乡献爱心”等活动，为的是凝聚各
界人士，尤其是村民们自身的力量；同时
以村为单位开展卫生“星级户”评选，聚焦
农村“一老一少一青壮”，通过开展“好少
年、好青年、好父母、好媳妇、好婆婆”评选
来树立典型，目前已有第一批 161 名“五
好”对象脱颖而出。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店镇布张村一
度工作比较落后，通过组织群众到相邻的
先进村参观学习，在对比中找出差距，鼓
舞了党员干部的精气神，带动了村民从犹
豫观望到自觉行动，主动清理门前杂物、

清除杂草，布张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
转变。

正是广大村民的主动参与，一个个垃
圾坑、废弃宅院实现了华丽蜕变。目前，
全市已建成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小游
园 7396 个，各级“美丽庭院”示范户达到
1.9 万户，全市 6 个乡镇被评为全省“美丽
小镇”，5个行政村被评为省级“美丽庭院”
创建示范村，广大村民逐渐成为重塑乡村
的中坚力量。

兴产业谋发展
乡村生态展新貌

从去年 10月开始，三门峡市、县、乡、
村已集中开展各类整治活动1690余次，整
治乱搭乱建 7132 处，修整路基 2652.1 公
里，清理河道 2738.5 公里，整治“空心院”
2313个、残垣断壁 2278处、栽植绿化苗木
39.7万棵，全市的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为了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的资金、人
才等难题，三门峡市财政拿出 5000 万元，
对两批工作较好的40个乡镇各奖补20万
元；从党费中拿出350万元，每村补助5万
元。同时，积极探索“村企共建”模式，引
导企业参与环境整治，各县（市、区）实施
环境整治PPP项目近40亿元。

“我们坚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
化上下功夫，向环境要生态、向环境要产
业，既保护生态，又富裕‘口袋’。”何耀
武说。

过去一年，全市新增“黄金苹果产业
带”面积1万亩，新增连翘3.6万亩，一些环
境助推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不断涌现出
来。灵宝市寺河乡在环境改善的同时，积
极建设苹果小镇，开发休闲采摘、观光游、
乡村游等全产业链条；卢氏县文峪乡依托
万亩连翘产业，将“连翘、果树进村”作为助
推人居环境提升的重要举措，让村民共享

“绿色福利”。渑池县英豪镇依托寺庄坪村
玉兰苗圃基地，在空闲地、房前屋后、道路
两旁见缝插绿发展玉兰种植，累计栽植玉
兰8万余株，积极打造豫西“玉兰名镇”。

“近年来，在党委政府的引导下，福地
村争取项目支持新建了48个蔬菜大棚，目
前全村共有蔬菜大棚 150 个，蔬菜面积达
350亩，吸引不少游客来体验‘采摘游’，带
动周边村民发展农家乐产业。”灵宝市苏
村乡福地村党支部书记王随科高兴地说。

“现在正值农产品采摘旺季，合作社
种植的圣女果、吊篮西瓜、贝贝南瓜、黄金
大椒等果蔬，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游
玩。”合作社负责人郑帅帅说。

“我们围绕产业，深入挖掘自然资源
优势，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发展
有机农业、休闲农业开发乡村‘采摘游’，
大力推进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
融合发展，为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助力
乡村振兴。”苏村乡党委书记田丽霞说。

崤函乡野换新颜
——河南省三门峡市多元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在灵宝市焦村镇西常册村，人居环境变美，村口游园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杜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