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32023年1月17日 星期二

编辑：霍子晨 见习编辑：郑力吉 胡锦雯 新闻热线：01084395091 E-mail：zbs2250@263.net

◢◤ 农优品牌 振兴先锋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三农号

广告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庭院干净了，绿植多了，心情和身
体都好喽！”新年伊始，走进河北省正定
县曲阳桥镇西河村，道路宽敞，街道干
净，沿街的文化墙成为村里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街边的超市年货热卖，安静祥
和中透出节日的喜庆。在美丽庭院示范
户贾凤娥家，院子整洁，窗子明亮，屋子
暖和，阳光房里养有各种绿植，赏心悦
目。贾凤娥一边浇水一边笑着说：“现在
村庄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卫生条件不断
改善，蝇蚊等害虫少了，厕所也没有臭味
了，生活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贾凤娥对生活环境的切身感受，见证
了西河村人居环境的美丽蝶变，更是见证
了正定县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
丽乡村建设、农村厕所革命等方面取得的
显著成效。1982年，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县
工作时，开展了“文明礼貌月”活动，并确
定当年 10月 16日为“全民卫生清扫突击
日”。同时，指导开展试点推进、亲自分
包，带头走上街道打扫卫生，以实际行动
治理农村“脏乱差”，促使农民改变“公路
晒粮”等陋习。

在日前召开的“爱卫70载 健康中国
行”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大会上，石家庄市
委常委、正定县委书记王俊红在发言中
表示，该县以农村厕所革命为突破口，先
后经历了三次升级，持续深化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大力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整体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创建了 72个省级美
丽乡村、6万多户美丽庭院。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正定县多个村
庄，看到干净的街道旁绿植整齐排列，墙
体上的宣传画独具匠心，随处可见的保
洁员，还有一张张乡亲们的笑脸。

村庄环境常态化管护

记者驱车沿滹沱河北岸向西，看到
公路旁的村庄“牌楼”显眼，村口处“绿
化、亮化、美化”迹象突出。经过曲阳桥

镇西里寨村时，看到正在打扫街道的保
洁员。

“大爷好！您每天清扫吗？每月工
资多少钱？”“每月乡镇给 700元，村里补
200元。”面对记者打招呼，67岁的保洁员
老赵停下扫帚说：“我包两条主街道，保
证全天整洁，并实施垃圾分类收集等。
每天，村里保洁组长检查，还有上级专员
的不定期卫生检查，我们的街道很干净，
不信你看看，连烟头也不会有。”

在西河村“两委”办公室，党支部
书记康战利告诉记者，每户村民门前
都有垃圾桶，保洁员每天早晚清运两
次。生活垃圾集中在村边卫生池，然后
由乡镇签约的垃圾处理公司的运输车
拉走，每天清理、不过夜。许多年过去
了，村民养成了垃圾不乱扔的好习惯，
卫生健康意识显著提升，村容村貌明
显改善。

在当年工作中，习近平指出：“精神文
明建设的范围很广，搞好卫生是精神文明
建设的一项内容，以此为突破口抓精神文
明建设，是从实际出发，但决不能局限于
此。”“在搞好卫生工作的同时，有计划有
步骤地把其他各项工作抓好。”

1982年“全民卫生清扫突击日”当天，
全县城乡3万多人一起动手，各社队、家家
户户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卫生大扫除，仅
一天时间，就平整清扫街道700多条、填平
沟坑1400多个。许多乡亲由衷感叹道：“多
少年都没有这么干净过。”

厕所革命让乡村更宜居

古城正定，是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
明县城和园林卫生县城，现辖10个乡（镇、
街道）174个行政村，总人口53.9万。

走在西河村，道路宽敞，街道干净，
沿街的文化墙成为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村民房建贞说：“以前旱厕又脏又
臭，蚊蝇很多，现在的厕所干净整洁，冬
天不受冻，夏天没异味。”

“污水经过格栅、调节池预处理后，

经过缺氧池等环节进入膜地，经过消
毒，成为村子荷花池用水或者用于农田
灌溉。”康战利说，“在正定县农业农村
等部门大力支持下，2015 年该村投资
120 余万元建设了生活污水处理站，污
水管网覆盖全村，结合农村厕所改造，实
现了农村生活污水、厕所粪污无害化处
理全覆盖。”

几十年来，全县干部群众始终把厕
所革命作为美丽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
兴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尤其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正定县将爱卫运动与推进正定
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大力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真刀真枪打了一场农村厕所革
命攻坚战，取得了良好成效，受到了广大
群众的欢迎。2014年全国农村厕所改造
现场会、2018 年全国厕所革命工作现场
会先后在该县召开。

厕所革命实施后，正定县深化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推进村庄绿化美化硬化，
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创建美丽乡村，打造
美丽庭院6万多户。同时，大力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县级领导“每周五分片包区，
带领干部群众周末大扫除”，持续推进和
美乡村建设。如今，正定县8个乡镇全部
被评为“省级卫生乡镇”，成功创建全国
文明县城、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
城，荣获省级洁净城市称号。

持续推进农村清洁行动

曲阳桥镇周家庄村位于滹沱河北
岸，历史上曾是一个“鱼米之乡”。为保
持整洁的人居环境卫生，该村实施“排
长”制度。

“村庄有 18 排房屋，根据实际选拔
出 85名‘排长’，均由本街巷常住党员、村
民代表、红白理事会会长等德高望重及
热心公益人士担任，定期选拔，每日义务
检查所辖范围内各项环境卫生，对居民
和清洁会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有困难的上报村‘两委’解决。”周家庄村

党支部书记张宁宁说，“有了‘排长’机
制，就保证了全村环境卫生‘整体无死
角’问题。”

1月 5日，正定县结合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及省市疫情防控要求，出台了《持
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健康整洁迎新
春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掀起在
全县范围内“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健
康整洁迎春节”活动，努力营造出干净整
洁、健康有序的节日环境。

正定县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政
府主导，跨部门协作，全社会动员，预防
为主，群防群控，依法科学治理，全民共
建共享”方针，进一步强化全县爱国卫生
工作网络建设，健全完善“日常卫生清
洁+周五集中环境卫生大扫除”机制，推
进爱国卫生和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规范
化、制度化、常态化，将文明健康生活方
式全面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促进爱国卫
生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打造整洁有
序的城乡环境，持续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更好防控疾病传播流行，有序有力推进
社会经济发展。

近年来，正定县持续开展城中村、农
村清洁行动，建立并落实好村庄保洁制
度，做到生活垃圾定点投放、定时收集、
及时转运、封闭管理、日产日清和无害化
处理。加强垃圾储运设施、设备清洁消
毒，控制疾病传播源头。通过“卫生清扫
日”等活动，组织引导农民群众从家庭环
境着手、从不文明习惯改起，自觉清扫庭
院，清理房前屋后、屋顶楼台、积水容器，
消除卫生死角。彻底清理村庄坑塘、水
井、河道，及时清扫畜禽粪污，严格清洗
消毒，阻断疾病传播途径。

王俊红表示，今后该县将持续兴起
爱国卫生运动热潮，以农村问题厕所常
态化排查整改为抓手，进一步提高农村
厕所建设水平，加快推进城西污水处理
厂及 73个村庄污水管网建设进度，助力
城乡一体化发展，持续提升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水平。

本报讯（贾鹏 李吉松 农民日报·中
国农网记者 雍敏）近日，山东省乐陵市杨
安镇堤北董村村民董茜玟从冰箱里拿出
一棵白菜，放在洗菜盆中，拧开水龙头阀
门，干净的自来水便“哗哗哗”地流出来。

“水垢少了，水费也少了，用多少水一目了
然。”董茜玟说，“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也
可以随时直接上水了。过去水压低，水经
常上不去。”

董茜玟的小幸福得益于乐陵市城乡
供水一体化的提档升级和智慧水利体系
建设。受水文地质等因素的影响，乐陵市
地下水质较差，苦咸水、高氟水困扰着群
众的生产生活。早在2006年，乐陵市就编
制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先后投资 9.3 亿
元，建设碧霞湖水库、丁坞水库、碧霞湖水
厂、龙泉水厂和集中供水管网，初步完成
了城乡供水布局。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群众对饮水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2019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将农村“改
水”列入20件民生实事。乐陵市顺势提出了
实施区域提升、完成水价核定、实现服务统
一、逐步进入智能化用水管理的新目标，连
续3年实施“乐水”工程，投资3000多万元，
完成192个村的供水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建
设智慧监控系统，为7万余户安装智能水表，
铺设管网5323千米，解决了偏远乡镇饮水氟
超标、水压不稳、水量不足等问题。

比如堤北董村以前村内管网老化、漏
水严重，全村 200 多户一年水损失 2 万多
元，分摊到户水费较高，村民意见很大。去
年10月，村内管网统一更换PE管道，同时采
取集中式水表＋智能水表的建设模式，将水
表安到村民家门口，实现了抄表到户，村民
可以网上查看用水量、线上缴纳水费。董茜
玟说：“原来水费每方5元，现在每方3元，三
四口人一个月至少能省10块钱的水费。可
以通过微信直接缴水费，非常方便。”

在乐陵市智慧水利监控云平台，点击
任一用户，就能看到该用户的仪表信息和
实时数据。乐陵市水利局局长邢恩元介
绍，如果出现数据异常情况和设备报警信
息，可以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解决问
题。乐陵市智慧水利体系分为县级平台、
乡镇服务平台和村级兼职用水协管员三
级，整个平台由用水分析、数据监控、数据
运行、数据服务、云平台和三维地图等几
个子系统组成，承担着全市 3个水厂、8个
水管站、17个乡镇营业厅、1089个村庄 16
万户59万人口的数据监控和运行调度，依
靠智慧管理，节约成本、减少浪费。每个
乡镇只配备 6至 8人就能服务全乡镇群众
用水，省下来的成本补贴进水价。通过落
细落实一系列饮水工程，实现了24小时城
乡供水“同网、同源、同质、同服务”，59万
农民从“喝上水”变成了“喝好水”。

山东乐陵“智慧水利”促城乡供水一体化升级

为营造喜庆祥和的春节氛围，日前，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文化站、团委、关工委等单位，联合组织开展“送万福 进万家”
送春联活动。全镇12位乡土书画家在镇闹市区现场挥毫，为来往的城乡居民送上新春祝福。图为家住郑集镇郑集村的一对母
子在拿到心仪的春联后，高兴地向众人展示。 朱永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兵 摄

黑龙江绥化市启动“五谷杂粮下江南”网络传播活动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见习记者 岳海兴）近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启动
2023“五谷杂粮下江南”网络传播活动。

绥化市位于“寒地黑土”核心区，是中国寒地
黑土特色农业物产之乡，是龙江大粮仓的“压舱
石”。为了切实提高当地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好米
好粮卖出好价钱，自 2017 年开始，绥化市政府搭
台、企业唱戏，在线下组织开展了“五谷杂粮下江
南”活动，深入到各大城市街区，将优质米面粮油
推广到大江南北，广泛宣传“寒地黑土”这一独有
的区域农产品品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18年，该品牌获评“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十
强”。绥化市还培养树立网红直播典型，促进青年
创新创业，提升“寒地黑土”品牌价值，带动“五谷
杂粮下江南”活动转型升级。

绥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赵忠良
说，本次网络传播将精心谋划主题推广活动，推出
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精品佳作，宣传内容和观点
符合实际“接地气”。针对广大网友朋友们的关注
焦点和互动热点，给予主动积极回应，通过互动式
引导、沉浸式体验等新媒体传播方式，确保热在线
上、热在群众，把黑土地上的优质特色农产品推向
江南、走向全国。

活动由绥化市委网信办、市商务局联合主办；
央广网黑龙江频道承办；全市 10个县、市、区委网
信办、商务局协办。

本报讯（陈宝林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阎红玉）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如今，吉林省通榆县十花道乡肉牛集体
养殖和散户养殖已经遍地开花，只有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产业才有希望，好的政策是
推动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可靠的保障。

近年来，十花道乡以“产业兴旺”为目
标，因地制宜实施“秸秆变肉”工程暨千万
头肉牛工程，既组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共
同参与的产业联合体，进行肉牛规模养
殖，又鼓励农户发展自行养殖经营模式，
合理促进肉牛产业快速发展，不仅提高农
村产业专业化、组织化水平，持续提高农村
产业的经济效益，而且极大调动了养牛积
极性。

政府引领，凝聚力量。为了加快乡村
振兴步伐，十花道乡政府牵头成立了通榆
县十花道乡肉牛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凝聚
10 个村集体力量，投入 2704 万元购置
1000头基础母牛，由公司统一饲养。公司
按照“政府+公司+银行+保险+村集体”的

“五位一体”模式运营，目前年可产生利润
700万元，到“十四五”末，将实现2400万元
的收入，所得收入将全部用于壮大村集体
经济，用于村级公益事业，10个村集体村
均增收200多万元。

农户参与，增收致富。借鉴“五位一
体”成功的养殖经验，十花道乡扩展了“五
位一体”的养殖模式，开展“千头牛入村入
户”行动，鼓励老百姓自行养殖。村民王继
春贷款购置基础母牛20头，已卖出18头犊
牛，收入10余万元，尝到了第一批养殖肉牛
的甜头。“我们不仅要帮助村集体节约成
本，还要帮助散户健康发展。”十花道乡党
委书记李占双说。2022年，十花道乡政府
和吉运公司组织技术人员为养殖户开展技
术服务，推广肉牛育肥、优质犊牛培育、秸
秆饲料加工调制等关键技术，通过新技术
的应用，全乡散户肉牛效益显著提升。

截至目前，全乡共有50多户村民参与
饲养基础母牛2789头，每头牛每年能收益
6000-8000元，大大提高了村民的收入。

吉林通榆十花道乡：

让肉牛产业成为增收致富“响当当”的名片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晓春）日前，记者从北京市顺义区农业
农村局了解到，该区2022年完成粮食播种
面积 22.13 万亩，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
作物总产量达 8.76 万吨，比 2021 年增加
1.8万吨，全区粮食产量居全市第一。

顺义区这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首先
得益于实施“藏粮于地”，从良田上做文
章。2022年，该区通过粮食作物轮作、新增
种植空间等方式，增加种植面积。同时，严
守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推进耕地保护
和地力提升。全面推行“田长制”，设立区、
镇、村三级“田长”，发布《顺义区高标准农
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提升农田基
础设施、高效节水、地力培肥水平，提高农
田利用率，保障农业生产空间。

“藏粮于技”是顺义区2022年粮食生产
上台阶的另一个主要因素。该区农业农村

局、区农服中心引导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及农机大户安装农用北斗作业监测终端和
北斗导航农机驾驶终端，鼓励使用科技含
量高、实用性强的高科技设备。区农业农
村局还会同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成立
技术指导组，为生产者提供全方位的粮食
生产技术指导和服务，全力护航农业生
产。2022年，全区有1200余台（套）现代化
农机投入到粮食生产中，规模居各区首位。

顺义区还积极贯彻落实各项大田补
贴、农业政策性保险等惠民政策，不断调
动和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2022年，全
区发放涉农补贴近亿元，建立了“银企对
接-农担保障-贷款贴息”联动机制，培育
壮大粮食生产经营加工主体。同时优化
农业结构，引导农业资源优先保障粮食生
产，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
体面的职业。

北京顺义区2022年粮食产量位居全市首位
以农村厕所革命为突破口，大力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河北正定——

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