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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

□□ 杨玉婷 刘莹

“唰唰唰、唰唰唰……”清脆的扫地声划
破内蒙古林西县新城子镇清晨的宁静。抬
眼望去，一个个志愿者头戴小红帽、穿着“红
马甲”，拿着扫帚、垃圾袋、铁钳等工具，穿梭
在镇内的各个角落打扫卫生。不只走街串
巷，田间地头也有他们的身影。收集废弃地
膜，清理干草、垃圾，他们把环境清理干净
后，还会深入农户家中，宣传环境保护和垃
圾分类的重要性，引导大家主动参与垃圾分
类，有序投放垃圾。

近50公里外，官地镇上官地村村民王凤
云也一大早就起来打扫庭院卫生。看着自家
利落整洁的四方庭院、郁郁葱葱的花园菜圃、

摆放有序的农具杂物，王凤云心中满是成就
感。“拾掇得干净，咱住得也舒心。”她感慨道。

“现在我们村的环境一点也不比城里
差。卫生好、空气好，大家都很自觉地就把
房前屋后收拾干净。”村里不断变美的人居
环境，让上官地村党总支书记王文海看在眼
里，喜在心里。

近年来，林西县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过程中，着重创造“不服输、想办法、有
激情、比学赶超”的氛围。党员干部带头建
言献策、出工出力，村民积极参与。各村通
过评选“美丽庭院”“最美家庭”，发布红黑灰
榜，实施“干净屋增收院”积分兑换商品等方
式，推动人人争当“乡村美容师”。

党员志愿者王华表示，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群众做点好
事、做点实事。看着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
大营子乡二八地村村民杜华民很是感动。
他说：“如今，大家的生活习惯越来越文明，
身边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这都离不开
身边的志愿者们，一边给我们宣传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一边还帮忙清理垃圾。”

在新城子镇英桃漠河村，刚用积分兑换
完物品的“美丽庭院”示范户徐秀香笑得合
不拢嘴。她感叹道：“你看我手里的这个扫
帚和毛巾，是用积分换来的，没花一分钱，真
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在新城子镇下场村，村民刘海琴现在每
天都要拿出些时间将自家的小菜园收拾得
干净清爽。她说：“以前院子里光秃秃的啥

也没有，下雨的时候还全是泥。现在村里组
织我们在房前屋后、庭院内建设小花园、小
果园、小菜园，连空气也变得清新了，心里都
美滋滋的。”

“如今，房前屋后乱堆的柴草规整了，道
路两边的垃圾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分类
清晰的垃圾桶、各式各样的花坛，非常洁净，
所到之处无不赏心悦目。道路两旁绿树成
荫，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美丽宜居的村庄
环境令十二吐乡西山根村老党员明金生由
衷赞叹，他说这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

现在，村里利用腾出来的空地修建而成
的休闲健身广场成了他平日散步最爱的去
处。“环境好了，心情好了，生活不比城里
差。”明金生竖起了大拇指。

内蒙古林西县

党员群众争当“乡村美容师”

□□ 赵永昌

“我们紧赶慢赶，终于赶在这场大雨前
把这条胡同路修好啦！”一大早，河南省商水
县平店乡李岗村党支部书记李金棋打着雨
伞，站在一条新修好的胡同路口，如释重负、
满心欢喜。

据同行的村监委干部、胡同“管事代表”兼
现金保管员李保院介绍，该条胡同总长度为108
米，路基宽7米，两侧共有12处农户宅基地，其
中6户常住户、4户长期外出户、2户空宅基地；
修建前群众商议核算结果是：修成4米路面，除
胡同口2户、另外1户宅基地短缺户捐款2000元
外，其余每户根据需要主动捐款4000元。

“其实，这条胡同的修建从去年底就开
始筹划了，群众对修路都很积极。今年一月
就已经筹够了资金。只是因为两户群众建
房占道、突发情况等，一波三折、一推再推，
现在总算弄成了！”李金棋笑着叹了一口气。

启示一：事大事小，群众商议
能办妥

据了解，去年 2 月以来，李岗村采取每
条胡同推选1至2名“管事代表”、通过“一巷
一议”村民议事会的办法，共捐款 160 多万
元，修通了 14 条总长约 3500 米的小胡同。
因这条胡同较宽、当时混凝土价格高、修建
标准意见不一致等，没有人愿意当“管事代

表”，所以搁置了半年多。转眼到了去年底，
眼看别的胡同都修好了，较好地解决了“晴
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问题，本条胡同农
户也着急了。后来，在村干部“撮合”下，大
家经过商议最终达成了修建 4 米路面等一
致共识。

启示二：好事多磨，方法总比
困难多

正当胡同路修建“万事俱备”准备开工
时，村里许多村民感染了新冠病毒，无法施
工。等到今年开春后，胡同里一户人家开始
备料盖房，胡同一侧被砖头楼板占道；麦收
过后，另一户村民也开始运料建房……好在

6月份以来，混凝土价格便宜，村干部趁机动
员，多方努力终于做通群众思想工作，修路
之事很快又提上了“日程”。

启示三：干部引导，村民参与
就是好

在乡村建设上，群众的事群众议、群众
办，自然很好，但具体困难还需要干部出面
引导或干预。比如这条胡同在修建过程中，
有一户外出户门口有1000多块旧砖头占道，
需要挪走；有几户门前地势高不愿意让推
平，甚至出现了停工争吵僵持的情况。经过
村干部跑前跑后、连夜协调引导，才确保了
施工顺利进行。

河南商水县

一条胡同路带来的三点启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近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旨在进一步规范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技术，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科学合理选择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
式和技术工艺。

据了解，《指南》规定了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的基本要求、水质水量、污水收集、污
水治理和运行管理的相关要求。《指南》指
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应遵循因地制宜、
经济适用、管理方便、节能环保的原则，综
合考虑本地区地理环境、居民生活习惯、
卫生防护要求，技术经济水平以及污水处
理设施现状等因素，合理确定收集方式和
治理模式；应综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

需要，结合农村及农业的相关发展规划，
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和设施。

《指南》要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宜
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元，施行统一规划、
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对地处
城市近郊区、环境敏感区等区域的村庄，
应优先治理，其余村庄梯次推进。污水
处理站址的选择，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
有关规定。多雨水地区宜统筹考虑设施
防汛排涝；高寒地区宜考虑设施防冻耐
寒；山区宜因山借势采用生态措施，进行
分级沉降、自然净化；坝区宜采取工程措
施，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宜优先选择低成本、低能
耗、易维护、高效率、工程和生态相结合
的技术，出水满足相关标准后，宜优先用
于农田、林地、草地等灌溉。

云南

发布《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指南》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近日，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新时
代湖南高质量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白
皮书》，以“一市六县一村”为例，集中展
现湖南在“四好农村路”发展领域服务国
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新举措和新成效。

据了解，截至2022年底，湖南农村公
路建设总规模达20.2万公里。近十年来，
湖南累计新建和提质改造农村公路 13.1
万公里，新增通畅建制村4756个，较国家
要求提前5年实现100%的乡镇和具备条

件的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在全国率先
实现 25户/100人以上自然村通水泥（沥
青）路。目前，湖南全省农村公路列养率
达到 100%，基本实现“有路必养、养必到
位”；100%的乡镇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均
实现通客车，全省快递服务网点乡镇覆盖
率达100%，建制村覆盖率达94.63%；全省
创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17个、全国
市域创建突出单位 2个、全国“十大最美
农村路”2条及“最具人气路”1条。据介
绍，《白皮书》全书共 4.5万字，包括理论
篇、实践篇、案例篇、展望篇四个部分。

湖南

发布“四好农村路”建设白皮书

□□ 胡侍琦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干净平坦的乡间道路，充满地域特
色的墙画，花草葱郁的农家小院……走
进新疆博湖县乌兰再格森乡席子木呼尔
村二组，一幅乡村美景徐徐展现在眼前，
这是博湖县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一个缩影。

一大早，乌兰再格森乡席子木呼尔
村几位村民便开始了房前屋后的打扫，
先是在庭院内洒水浇花，随后来到村道
除草扫地，一派热闹景象。

“这几年村里不仅整洁干净，花草树木
也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家中见花、出门观
景，心情都舒畅了。在这样的氛围里，大家
也都开始自觉地爱护房前屋后的环境了。”

作为村里的美丽庭院示范户，村民阿瓦古
丽·苏尔曼高兴地说着村里的变化。

自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博
湖县坚持“党员主导”与“群众主体”同向
发力，通过微信、大喇叭、公示栏等多种
宣传形式，引导干部群众自觉整治清理
房前屋后杂物，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
的良好局面。持续完善村规民约，让整
治环境、美化村庄等活动成为群众主动
参与的自觉行动，以庭院之“小美”助推
乡村之“大美”，逐步实现“要村民改”向

“村民要改”的转变。据了解，博湖县乌
兰再格森乡除了改善村容村貌、抓好绿
化美化外，还深入推进文明乡风建设。
结合各村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布局建设
文化广场、文化墙和文化长廊等，提升村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新疆博湖县

绘好环境底色 提升乡村颜值

近年来，福建省周宁县积极开展农村垃圾干湿分类工作，探索出“厨余垃圾不出村，就
地处理变资源”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新路子。目前，全县共配备41台大型湿垃圾处理设
备、24台小型设备，建成26个沤肥池，可满足全县农村“湿垃圾”处理需求，真正做到垃圾无
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图为周宁县泗桥乡坂坑村回收村民湿垃圾。 郑文敏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宗亮

夏日清晨，伴着和煦晨光，记者走进
贵州省余庆县龙家镇光辉社区黄金榜
村。一路上，只见农家院墙上张挂的精
美相框竟是由树木枝桠拼接制作而成，

“空心化”的老树上又被栽种了黄色小
花，家家户户的小院里花团锦簇、绿树成
荫……眼前的黄金榜村，实在难和过去的

“土旮旯”形象联系在一起。
最近几年，余庆县大力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黄金榜村更是通过生活垃
圾清理、厕所改造、积分制管理等具体举
措，从过去的“脏乱差”一变而为现在的

“洁净美”。
黄金榜村的“美丽变形记”是余庆县

扮靓农村人居环境的缩影。在这片黔中
腹地的山区里，更多曾经的“土旮旯”正在
上演“改头换面”的美丽故事。

从垃圾清理开始

“以前水沟里面满是垃圾，不仅煞风
景，关键还很臭，我们平时都绕着走。”说
起原来村里的环境，余庆县龙家镇光辉社
区土曹村村民毛丽现在仍连连摇头。

“山羡水俏丽，水恋山环淌”。这本是
形容当地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但再美的
风光也禁不住垃圾乱扔乱堆造成的破
坏。如何改变这一状况，让山村洗去蒙着
的污垢、重焕光彩？余庆县决定，从清洁
环境做起，从垃圾清理开始。

在余庆县，每周五被确定为“卫生清
洁日”。在这天，村里党员干部组成的“家
园清洁志愿队”，都会带领群众对辖区内
的沟渠、马路干道进行清扫。干净的环境
不仅靠打扫，更离不开日常的维持。为
此，余庆县按照一个自然村平均每30户村
民配置一个垃圾箱的比例，解决村民垃圾
无处投放的问题。截至目前，县域内自然
村已配置垃圾箱471个。

“自从村里设置了垃圾转运箱，大家
都有了自觉扔垃圾的习惯，垃圾转运车也
会定时清理，再也不用闻垃圾臭味了。”龙
溪镇田坝村村民向廷云欣喜地道出了村
里的变化。

近两年，余庆县还大力实施乡村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要求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到
村民小组，通过群众会、坝坝会、入户走访
等方式，收集群众对环境整治的意见建
议。从商定垃圾箱放置位置到明确垃圾
转运周期，以往“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
刮”的景象一去不复返。

同时，余庆县还组织规划设计人员和
农村工匠，根据群众意愿和房屋特点，按

照宜菜则菜、宜果则果、宜花则花的原则，
合理规划和建设房前屋后的小菜园、小果
园、小花园，形成了各美其美的庭院景色。

“庭院改造后我家有了自己的小菜
园。平时吃的瓜果蔬菜都是自己园子种
的。你看后院种的枇杷和杨梅，长得多
好。”说起小院改造后的变化，向廷云喜上
眉梢。

从旱厕改造深化

“改过的厕所不臭了，老人小孩上厕
所也更加方便安全。”日前，松烟镇中乐村
村民高桂容看着自家改过的厕所，脸上笑
意连连。

过去，余庆县农户大多使用旱厕，家
中旱厕又和家畜圈舍连在一起，蚊虫多、
异味重，还很少安装照明设备，老人和孩
童夜间上厕所尤其不便。

小厕所大民生。为解决这一问题，余
庆县专门制定农村厕所革命行动方案，将
全县划分为若干个网格，依托“一中心一
张网十联户”机制，按照一名党员干部负
责10个网格的要求，对全县农村旱厕情况
和农民改厕意愿进行摸底调查。

“改厕要花上千元，花这么多钱改厕，
肯定舍不得。”高桂容道出了很多村民的
心声。

怎么办？余庆县按照“上级项目争
取一点、县财政投入一点、群众自筹一
点”的原则，积极筹措厕所改造资金。凡
是愿意改厕的村民，县财政为每户村民
提供 2000 元的改厕补助金，并召集乡村

工匠组建“改厕工作小队”，通过群众会、
坝坝会等方式，为有改厕意愿的群众定
制“个性化”改厕方案，同时，明确一名党
员干部及时到施工现场进行督导协调，
确保施工顺利进行。

“以前都是摸黑上厕所，难免有个磕磕
碰碰，改厕后卫生环境变好了，使用起来也
舒心很多。”松烟镇大松村村民杨红告诉记
者。长期在外工作的她最怕家中老人有个
三长两短，如今乘着政策春风，自家两层楼
房都设置了冲水卫生厕所，她再也不用担
心家中老人夜间如厕的安全了。

目前，余庆全县按规划、分年度、有步
骤地开展农村厕所革命工作，已开展厕所
革命的行政村有 67 个，达 94.36%。根据
农民意愿，2023年全县计划完成农村改厕
1000 个，目前已完成 490 个，完成全年任
务的49%。

从建立积分制拓展

“家禽散养扣 2分，乱堆乱放扣 2分，
违规焚烧扣 3分……”走进构皮滩镇构皮
滩村，村务公示栏上醒目地张贴着《提升
人居环境积分增减细则》，细则中对加分
项和扣分项逐一进行了明确规定。

近年来，余庆县以党建引领群众自
治，通过积分制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引导
群众主动参与、自觉参与；同时，以群众房
前屋后的环境整治为切入点，深挖“积分
潜力”，让群众在美化家园的同时，养成良
好的文明风尚。

“现在把自己家的卫生打扫干净，就能

攒积分、兑奖品，家家户户都很有积极性！”
今年以来，因为自家院落干净整洁，还主动
参加村里的志愿服务活动，光辉社区坑上
村村民龚文兰共获得 158个积分，是社区
积分最多的村民之一。这天，她特地拿着
两个大箩筐到“积分超市”挑选心仪的物
品，米、油、纸、洗洁精……她表示，“以后会
继续维持好村庄环境，获得更多积分。”

记者了解到，余庆县推行的农村人居
环境积分制度，以全体村民家庭为积分对
象，积分项目包括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村
容村貌提升、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等。各村按照“一户一档”建立积分台账，
由村组干部、党员代表、群众代表等人员
组成评定小组，每月根据积分项目和分值
标准，通过集中评比、邻里互评等方式评
定积分。每月10日前，评比结果会在村级
事务公示栏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村
民根据所得积分可前往“积分超市”兑换
香皂、洗衣液、牙膏牙刷、食用油等日常生
活用品。

正是借助积分制，余庆县有效推进了
全县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
化。通过鼓励村民对易腐烂生活垃圾就
地就近堆肥处理，有毒有害垃圾单独收集
和处置，煤渣、灰土等垃圾在村内就地就
近消纳，垃圾外运处置量大大减少。

“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
群众自发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中来，以前是我们催着村民干，现在都是
村民积极主动干。”余庆县乡村振兴局副
局长云恩余告诉记者。

“土旮旯”美丽变形记
——贵州省余庆县扮靓农村人居环境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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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
批）》，旨在总结各地在完善传统村落保护
利用法规政策、创新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方
式、完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机制、传
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进一步提高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水平。

清单涵盖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中
的多个方面，比如江西、贵州、福建、山
西、四川等省相继出台省级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条例；福建省屏南县创新传统建
筑保护修缮机制传承传统建造技艺；贵
州省黔东南州建立“理事会”“议事会”

“寨管委”等村民自治组织参与项目建设
和村落管理；青海省黄南州开展“文化进

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等宣传展示
活动。首批清单共有36个“可复制经验”
入选。

此外，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新
技术应用场景成为一大亮点，包括贵州
省黔东南州建设非遗数字化著录与存储
应用系统、四川省甘孜州建立非遗大数
据库和VR展示平台等经验入选清单。

近年来，全国各地高度重视传统村落
保护利用工作，持续推进普查认定，深入
挖掘文化遗产资源，住建部会同有关部门
先后组织6次全国性调查，将有重要保护
价值的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扭转了我国传统村落快速消失的局
面，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遗
产保护群，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抢救和保
护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

第一批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可复制经验清单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