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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

浙江绍兴市上虞区

党建引领三方协同破解治理难点
北门 6棵“水土不服”的海枣树将全部移走，建设照明灯柱；因

地面沉降问题已与房产开发商敲定维修方案；闲置的社区用房改造
成老年活动室，定时开放……连日来，在社区、业委会和物业三方共
同努力下，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南丰社区天际海悦府小区
一个个业主关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去年4月，百官街道将天际海悦府小区纳入红色业委会选举试
点小区，李泉忠等6名党员被选为业委会成员。在街道社区党组织
的指导下，业委会成立后马上通过网络投票、电话投票和上门投票
等途径，组织业主对淘汰海枣树等业主关注的工作进行“公投”。

这是该区创新推进党建引领社区、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
同向发力、同轴运转的探索之一。去年起，上虞区就全面推进小区
红色业委会建设。今年 2月份，从建设、民政、公安、执法等单位抽
调骨干力量，组建实体化运作的区级“微治办”，集中攻坚业委会规
范化组建、小区资产管理等4方面42项任务。街道和社区同步参照
成立相应机构，搭建起社区、业委会、物业三方协同共治新平台，统
筹解决小区治理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

冯洁娜

浙江诸暨市店口镇

春耕备耕正当时
日前，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举行春耕备耕现场会，邀请该市高

级农艺师张耿苗为种粮大户授课。张耿苗分别从土壤检测、配方施
肥、政策扶持等方面为农户答疑解惑、提供技术指导。会后，农技专
家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冬小麦苗情，及时给出解决方案。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时节，店口镇早部署、早落实，积极做好春耕
备耕工作，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春耕一开始，镇政府就提供了
很多技术支持，经常邀请专家过来给我们指导。今年我将种粮规模
扩大到 700亩。”种粮大户石一柱说，这几年每年春耕备耕的时候，
专家都会到田间地头来指导，一对一精准帮助种粮大户，让农民心
里更有底。

为全面贯彻落实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稳产保供，店口镇全力保障农资供应安全，强化科技服务指导，
农业农村办抽调专人成立专班，对种粮大户在粮食收储等一些技术
方面的问题进行指导培训，高标准高质量实施春耕备耕，确保全镇春
耕备耕工作以及全年粮食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店口镇分管农业副
镇长张智健表示，接下来，将采取集中授课和上门的方式开展指导工
作，同时在农机采购上也出台政策给予补助。 周雨文 边富良

贵州赤水市石堡乡

“党旗红”助力“春耕绿”
入春以来，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石堡乡坚持以党建统领产业发

展，以“村党支部+合作社+农户”为依托，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下基
层、进田间，通过入户走访、召开院坝会等形式，大力宣传惠农政策，
收集群众种植意愿，全面掌握农户的春耕需求，及时把春耕生产的
政策送上门，为春耕备耕献良策、出实招；统筹调度助农物资，选派
农技人员开展选种、育苗、田间管理一线指导，全力当好助力春耕备
耕的指导员、服务员、技术员，切实助推农村产业发展，引领群众增
收致富，让一面面鲜红的党旗，飘扬在全乡希望的田野上。

今年以来，石堡乡由村党支部牵头，共成立“党员助农先锋队”6
支，组织 128名党员参加技能培训 12场次，参与春耕实践 20余次，
完成粮食种植面积 3200余亩。在党员的带动下，群众尝到了乡村
振兴的甜头，看到了幸福生活的盼头，美丽乡村正在持续向好发展，
强大的“党员力量”正源源不断助力春耕生产。

该乡兴农村种粮大户袁凡林说：“广大党员干部、农技人员深入
到村组农户、田间地头，帮助我们解决在春耕备耕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有序推进当前春耕生产，让我对今年的粮食生产更有信心了。”

何季凌

贵州福泉市牛场镇

农技人员在行动 特色蔬菜助增收
近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科技特派员深入牛

场镇水源坝区蔬菜基地，开展农技指导，在田间地头为农户“把脉”
“抓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近年来，牛场镇水源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党支
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引导农户积极调整种植结构，
动员群众发展产业致富，既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农
户的“钱袋子”。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优势和效益，我们的精品蔬菜种植规模
更大了，根本不用愁销售。”水源村精品蔬菜种植户余天才提起今年
的收入乐呵呵地说。2022年以来，全镇建成200亩以上标准化辣椒
种植示范基地5个，农业产业联农带农11121户。水源村引进江楠等
7家农业科技龙头企业，发展特色精品蔬果种植，培育小微企业和规
模种养户23户，带动就业1000余人次，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下一步，该镇将坚持把发展壮大特色蔬菜产业作为助农增收的
有效抓手，全力打造绿色生态的特色蔬菜产业链，拓宽销售渠道，提
高农业效益，以蔬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农民群众稳定增收，助
推乡村振兴。 杨延锦 刘仕豪

广告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谈起这几个月最让任银莉感到高兴的
事，莫过于家里的生活污水有了“出路”。“以
前家里洗菜洗碗的水没地儿排，只能流到家
门口的大街上。夏天特别脏，一脚泥还生蚊
虫；冬天很不安全，结冰后人经过很容易摔
跤。”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获鹿镇东辛庄
村村民任银莉指着家里新安装的排污管道
说，以后家里的生活污水都通过管道流走，
家门口干净了，心情也舒畅。

记者在东辛庄村看到，污水管网已接到
每家每户，村民家中的生活污水通过村庄自
建污水管网，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经统一处
理后，最终实现生活污水达标排放。

去污还清，乡村更美。近年来，石家庄

市持续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通过对全市
范围内所有村庄人口居住数量、污水排放、
厕所改造、管网建设、污水治理等情况进行
统计摸底，全面掌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
状，制定合理措施，实现对污水的有效管控，
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助力建设生
态宜居美丽乡村。

在距离获鹿镇东辛庄村 20余公里的寺
家庄镇西龙贵村，有这样一个生活污水处理
站，在这里，空气中闻不到丝毫异味，如果不
是几个井盖裸露在外面，人们根本看不出这
是一个日处理能力可达300立方米的污水处
理站。

放在以前，鹿泉区寺家庄镇南龙贵村村
民李国明可不敢把生活废水直接引入自己
的小菜园。村里生活污水处理站建好以后，

李国明发现“黑、脏、臭”的生活污水在这里
“过一遭”，摇身变成了清水，排进旁边的河
道里。向村委会咨询后，李国明放心地从生
活污水处理站打水灌溉。看着越长越好的
小菜园，他乐开了怀。

西龙贵生活污水处理站负责人介绍，经
过处理，出水标准执行河北省《农村生活污
水排放标准》，可以直接用于灌溉，实现水资
源再利用。

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过程中，根据不同
区域、不同条件，石家庄市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选择技术成熟可靠、投资小、能耗低、经
济可行，且适合农村特点的污水治理模式。
据了解，目前石家庄市农村生活污水主要采
取三种治理模式：临近城镇的村庄铺设管
网，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离城镇较远、

常住人口密集、经济较发达的村庄，铺设污
水收集管网，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居
住分散、人口少、地形条件复杂、污水不易集
中收集的村庄，采用三格式化粪池、净化沼
气池、小型净化槽等方式进行分散处理。截
至2022年底，全市已有357个村采取纳入城
镇管网模式，274个村采取建设集中污水处
理设施治理模式，388个村采取结合改厕分
散治理模式。

石家庄市还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长
效管护机制，通过建立以县级政府为责任主
体、乡镇政府为落实主体、村级组织为管理
主体、农户为受益主体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
构为服务主体的“五位一体”管护机制，推动
规章制度落实落地，确保农村污水治理设施
正常运行，发挥应有的效益。

河北石家庄

分类施策治理农村生活污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粉墙黛瓦的干栏式特色民居鳞次栉
比，蜿蜒静谧的唐崖河清澈见底，盏盏太
阳能路灯笔直挺立，条条平坦宽敞的柏油
路直通农家小院……行走在初春的湖北
省恩施州咸丰县唐崖镇彭家沟村，和风扑
面，满眼尽是生机盎然的美丽村景。

如今彭家沟村山青水绿的美景得益
于“三拆三清三建”专项行动。几年间，全
村改造厕所580座，村内生活垃圾、生产生
活污水日产日清，拆除废弃建筑 85栋，净
化水沟、河道 10余公里，彭家沟村从唐崖
镇有名的脏乱差“后进村”，被评为“湖北
省生态村”。

粪污处理资源化

墙上和地上铺着干净的瓷砖，亮堂的
厕所里蹲便器、洗手台盆以及淋浴设施应
有尽有。不到十平方米的空间，解决了彭
家沟村村民冉茂竹一家的如厕问题。

就在几年前，冉茂竹家的厕所还和猪
圈连通，既不卫生又容易染上疾病。按理
说，改厕是好事，起初冉茂竹一家还是很
犹豫。“把茅房和猪圈隔开，淘粪不方便，
今后咋办？”冉茂竹回忆说。

“当初不愿意改厕的村民不少，要想
在村里改厕，首先要把粪污的处理方式搞
明白。”彭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焦宪说，动员
村民改厕，首先还是要选择村民认可的改
厕模式。

村“两委”召集村民代表开会商议，最
终确定将改厕和建沼气池、化粪池同步推
进，在村里推行粪污就地资源化利用的改
厕模式。村民可以按照自家需求，选择三
格式无害化卫生厕所或沼气池的改厕模
式，两种模式村里均给予适当补贴。

听到粪污的处理方式，冉茂竹一家才
下决心改厕。把旱厕改建成沼气池，厕所
更干净，用沼气做饭，沼渣当肥料，一举多
得。崭新的厕所和沼气池给冉茂竹一家
的生活带来了大改变，“这几年都用自家
产的沼气，不用再烧柴火，省心又省力。”
冉茂竹指着燃烧的炉火笑着说。

将厕所和猪圈隔开，厕所的粪污有了
着落，猪粪怎么办？

记者随冉茂竹来到猪圈旁，看他熟练
地打开粪污处理机，不一会，锯末状的颗
粒物从机器中出来。冉茂竹介绍，这个机
器叫粪污干湿分离机，分离出的干料养分
浓度高，易分解、吸收快；湿料则进入沼气

池，经过发酵变成沼液，可用于喷灌。冉
茂竹用变废为宝的肥料来浇灌5亩白柚。

“以前，村民居住分散，村里的猪粪、
垃圾到处都是，污水横流，环境卫生非常
差。通过政府补贴添置了这台‘神器’后，
不仅省去了猪粪发酵的麻烦，还让环境干
净起来。一进村就闻到一股猪粪味的日
子再也没有了。”冉茂竹笑着说。

如今，“猪—沼—果”生态循环产业模
式和铺设的专用田间管网，让彭家沟村实
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顺势发展起来的
2200亩白柚不仅成为村民增收的新产业，
更成为彭家沟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
游客拍照、采摘，带动了周围村民的生态
观光旅游。

细微之处见真章

在彭家沟村村口的“小游园”里，曾用
来给猪喂食的猪槽被用作了花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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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散步的村民焦太新说，“去年村
干部说要把这片撂荒多年的地块改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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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太新告诉记
者，新栽的苗木、造景的石磨，很多都是村
民主动捐赠的，村里的闲置宅院和废弃空
地都被充分利用起来。

2020年 6月开始，彭家沟村打响人居

环境集中整治攻坚战。但作为“养猪村”，
村里账面上刚刚有些余钱，搞大拆大建、
快干猛进的形式主义使不得，“发动群众，
就地取材，打造小庭院”的整治思路浮出
水面。

彭家沟村的人居环境整治从“三拆三
清三建”开始，即“拆破旧房、拆废弃猪栏
牛圈、拆违章建筑，清污水、清垃圾、清室
内杂物，建卫生厕所、建垃圾转运站、建花
果庭院”。彭家沟村一边统一为农户建猪
舍，一边拆除村中危旧房屋、烟炕、旱厕
等，腾出空间统一规划，打造多个微小景
观。村民还在道路两旁的农房白墙上画
上宣传画，目前已成为周边小有名气的观
光打卡地。

为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彭家沟村聚焦
房前屋后的实事小事，改造农房院落6个，
投入资金 420 万元，群众投工投劳 233 人
次，折合资金 127.57 万元，拆除废弃猪牛
栏圈等8个。

从小切口入手，挖掘村里的的独特之
处，积少成多，引起质变。村里向村民奖
补水泥、苗木、砂石，提升村民共建积极
性。在民居改造和美丽庭院建设中，老百
姓自己清垃圾、清淤泥、清杂物，同时因地
制宜、就地取材，用一些废弃的石磨、石
碾、猪槽、碓窝等组合起来打造小景观，把
庭院弄干净、弄清爽、弄美观。

如今，彭家沟村家家户户门前都有
各具特色的花果庭院。春有花、夏有
荫、秋有果、冬有绿，全村可谓“一户一
处景，一村一幅画”，村民过上了诗意般

的田园生活。

全民参与氛围浓

既是受益者又是参与者，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主角始终都应该是村民，彭家沟
村深谙其理。

冉桃香在村里住了一辈子，在她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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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村里
的环境好了，闲下来我们都会去河边走
走，拉拉家常。”冉桃香告诉记者，大环境
好了，家庭卫生就更要搞好。

2021年，冉桃香家不仅将家里的厕所
改造好，还建造花果庭院。改造后的小
院，假山、池塘、果树、鲜花、草坪、秋千等
一应俱全。“家里这么好看，不少人来学
习，今年打算把家里打造成民宿。”冉桃香
想到在家里就能吃上“旅游饭”，笑得合不
拢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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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把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
来。”焦宪说。

彭家沟村村头公示栏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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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眼就能看出谁家好谁家差，为的就是营造
家家讲卫生、户户比洁净、组组来评比的
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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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家沟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沿唐崖河两
岸改造干栏式民居120栋、特色院落3处，
完成 308户花果庭院建设，带动群众自发
投入人居环境整治资金超600万元。

环境变美了，彭家沟村村民在家门口
吃上了“旅游饭”“生态饭”。“我们彭家沟
村最大的优势，是独特的产业模式让百姓
实现稳定增收，看到环境能带来财富，我
们就更有劲头了！”村民熊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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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宪
说。近年来，彭家沟村蹚出了一条黑猪养
殖、白柚种植“一黑一白”的生态循环农业
与特色种养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白柚种植园，吸引不少游客来体验“采摘
游”，带动周边村民发展“农家乐”。截至
2022年底，全村生猪养殖达2.5万头，白柚
种植面积达2500亩，“一黑一白”两个产业
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

湖北咸丰县唐崖镇彭家沟村

“后进村”的生态逆袭

□□ 王梓涵

近日，重庆市南川区城市管理局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指导小组来到水江镇宁
江小学青龙校区，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
传进乡村课堂”主题宣传活动，为50余名
乡村学生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垃圾分
类课。

在活动现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指
导小组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趣味问答、
知识竞猜游戏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从

“什么是垃圾分类”“为什么要开展垃圾
分类”“怎样进行垃圾分类”等多个方
面，为学生们普及垃圾分类知识，让学
生们从小培养环保意识，让垃圾分类成

为一种习惯，以学生影响家庭，助力南
川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

据悉，南川区水江镇宁江小学青龙
校区只是此次“垃圾分类知识宣传进乡
村课堂”活动的第一站，接下来，他们还
将陆续前往全区 34 个乡镇（街道）乡村
学校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同时，督促指
导各乡镇（街道）利用乡村小喇叭、流动
宣传车、宣传栏、公示栏等载体，以及院
坝会、座谈会、入户宣传等形式，全方
位、深层次、多角度宣传发动，解决农户
愿分、会分、准确分的问题，养成“扫干
净、摆整齐、分到位、投准确”的良好习
惯，逐步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
资源化目标。

重庆南川区

垃圾分类知识宣传进乡村课堂

□□ 李文浩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见习记者 岳海兴

2022年，黑龙江省甘南县以全面开
展村庄清洁行动为抓手，通过转模式、
强治理等方式，促进农村人居环境全
面提升。

甘南县从委托保洁公司保洁作业
模式，转变为“村民自治+政府购买服
务”的新模式，同时建立完善“户分类、
乡村收集、县转运”的垃圾处理运行机
制。此外，通过完善村规民约，明确村
民保洁义务，强化自我管理，建立激励
机制，多渠道引导群众形成良好生活
习惯。2022 年，甘南县美满村上榜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

2022年，甘南县农村地区累计清理
垃圾 33079吨、路边沟 1284公里、村内柴
草垛 1578个、村内沟塘 389个、畜禽养殖
粪污 22338吨、私搭乱建和残垣断壁 494
处，修复栅栏18.8公里。栽植乔、灌树木
20 余种、11159 株，打造绿化精品屯 21
个，实现了“即拆、即绿、即美”，全面提升
了村容村貌。

与此同时，甘南县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工作纳入县考乡指标，围绕村
庄清洁、不良习惯改变、制度建立等10个
方面，细化考评细则、健全考核机制，同
时定期深入村屯记录村容村貌提升成
果，并将前后对比情况作为年终考核重
要依据，营造了各乡镇比学赶超、晋位争
先的浓厚氛围。

黑龙江甘南县

农村人居环境提“颜”增“质”

□□ 陈栋 程静

近年来，江西省九江市扎实推进
农村户厕问题摸排整改“回头看”工
作，农村改厕质量不断提高，农村厕所
革 命 取 得 了 实 实 在 在 的 成 效 。 2022
年，九江市共新改建农村户厕 19445
户。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改造卫生
厕所户数 67.93 万户，农村卫生厕所普
及率 80.87%。

在改厕过程中，九江市将厕所革命
与新农村建设结合。将无害化改厕列入
新农村建设规划，应改尽改，并按照示范
引领、群众参与原则，以水源敏感地、常
住人口聚集地、群众基础好等区域为重

点，引导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改厕工作，确
保建成一个、验收一个、达标一个。目
前，全市正在大力推广“化粪池+小人工
湿地”厕所粪污处理模式，不断提升厕所
粪污处理能力。

为解决农村厕所革命长效管护问
题，九江市将农村厕所革命与“万村码
上通”5G+长效管护平台相结合。通
过市、县“万村码上通”5G+长效管护
平台，大力推广并引导农民群众通过
该平台反馈问题，及时回应群众诉求，
并将问题化解在本地、化解在基层。
去年以来，该平台共有 36.7 万人关注，
收集到问题线索 2.5 万件，其中厕所革
命 827 件。

江西九江市

农村改厕治污一体推进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
游部、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公布第六批
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落名单，北京
市房山区史家营乡柳林水村等1336个村
落入选。

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原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启动传统村
落调查，到 2020 年，先后有五批 6819 个
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了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加上本次公布的第六批
1336个，目前全国共有 8155个传统村落

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

实施中国传统村落挂牌保护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要按照“一村一档”建立完善中
国传统村落档案，并于2023年9月底前完
成挂牌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指导列入名
录的传统村落编制保护利用规划或方案，
明确保护范围、重点和要求，提出保护利
用传承工作措施。规划或方案内容要简
洁、易懂、实用，效果要可感知、可量化、可
评价。除此之外，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切实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利
用工作，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全国已有8155个传统村落
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

彭家沟村人居环境整治后的乡村新貌。 焦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