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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锐 王帅

实习生 张子夏

近日，记者从水利部获悉，今年以来，
水利部加快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向农村供
水保障转变，继续强化农村供水保障。

实施农村供水工程和脱贫人口饮水
状况动态监测和动态管理。建立完善农
村集中供水工程和农村供水人口全覆盖
电子档案，健全农村供水问题快速发现和
响应机制，保持问题动态清零。水利部会
同财政部提前下达年度农村供水工程维
修养护中央补助资金 30亿元，巩固维护
好已建农村供水工程。

实施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
对标今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水利部组织开展全面排查，
建立农村供水水质问题台账，推动地方加
快解决。联合生态环境部、国家疾控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开展农村供水水质提升
专项行动联合调研，推动地方抓紧解决水
源地保护、净化消毒设施配备、水质检测
监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强化安全生产，
确保农村供水水质安全。指导地方开展
农村供水水质检测人员技术培训和技能
竞赛，以赛促提，打造专业人员队伍。

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规
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和标准化管理。发挥
政府资金引导带动作用，运用市场机制
加大资金筹措力度，推进城乡供水一体
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工程规范化改
造；以实现“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
为目标，推进数字孪生农村供水工程建
设，提升工程效益和服务保障水平；按照

“设施良好、管理规范、供水达标、水价合
理、运行可靠”的要求，推进农村供水工
程标准化管理，保障工程安全、稳定、长
效运行。

水利部

三方面重点强化农村供水保障

□□程建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见习记者 雷昱

幢幢白墙黛瓦的民居鳞次栉比，畦畦
生态小庭院绿意盎然、花团锦簇，条条平
整干净的柏油路通到家门口，生动鲜活的
墙面彩绘润物无声……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以来，湖北的村庄一改往日臭
水沟、泥泞路、垃圾围村的脏乱差形象，天
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实现美丽蝶变。截
至 2022年底，湖北省累计完成 10515个行
政村环境整治；新建、改造户厕 400 余万
户；建成垃圾中转站2029座。

良好的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近年来，湖北省坚持以美好环境与幸福生
活共同缔造的理念和方法统筹抓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以决策共谋、发展共
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的“五
共”理念，让和美乡村建设在荆楚大地绽
放，让绿水青山成为百姓身边的日常。近
日，记者走进襄阳市襄州区、孝昌县、麻城
市和红安县的共同缔造示范点，切实感受
到荆楚大地的和美乡村风貌和村民宜居
宜业的幸福图景。

党建引领 群策群力
建和美乡村

走进红安县七里坪镇柏林寺村，村民
屋舍掩映在绿树浓荫中，清澈的湖面树影
婆娑，倒映着白云蓝天……自从开展美好
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试点以来，柏林
寺村旧貌换新颜。

村党支部书记刘有福告诉记者，柏林
寺村的变化还要从2017年说起。

柏林寺村下辖 9 个村民小组 15 个自
然塆，共计 410 多户 1600 余人，曾是湖北
省级贫困村，村民主要经济收入来自务
工。2017年，柏林寺村被列入全国第一批

“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试点村，
开展共同缔造活动。但在试点之初，村民
积极性并不高。

村民是村庄的主人，共同缔造离不
开村民广泛参与。村党支部和驻村工作
队一方面请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的专家，一方面从乡贤、致富能手、乡村
医生、退休教师、离任干部等优秀人员
中，选聘成立村庄建设理事会，在党支部
领导下协调塆组开展共同缔造工作，对
塆组民生实事，实行党小组动议、村组理
事会提议、群众代表会决议的民主协商

“三议”机制。
村庄规划村民说了算。村“两委”和

规划团队一起，通过“三会一讲”（户主会、
院子会、场子会，讲身边故事）的形式，建
立“柏林寺之声”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了
解群众想法诉求，发动群众建言献策。仅
2018年就召开“三会一讲”200余场次，收
集各类意见和建议 120多条，先后编制了

《柏林寺村村庄规划与策划》《柏林寺村环
境整治与提升》等五个规划。

在采访中，村民闵杏花给记者讲了
她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村里在规划大塘
黄格塆一处小桥流水景观时，闵杏花提出
了一条个人建议，“我们塆门口有条刘子
河，自然景观非常美，我建议在这里建一
个文化广场，妇女跳广场舞，老人健身、散
步多好！”村“两委”和规划团队认为言之
有理，最后一致同意，采纳了闵杏花的
建议。

麻城市阎家河镇古城村的古城塆曾
是麻城古县城所在地，昔日的护城河如今
穿村而过。由于年久失修，护城河满是垃
圾污水，河岸边到处是村民乱搭乱建的房
子。古城村纳入共同缔造试点后，驻村工

作队、村“两委”和请来的专家团队组织
“五老”和谐会、乡贤和村民代表召开塆组
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村里的老人说，原来护城河中间有座
拱桥，如今只剩两条夹塘埂便道。为方便
群众生产生活，再现当年古城风貌，建议
在河中间建座拱桥。

专家团队充分考虑老人、小孩、残疾
人、种植户等不同人群的过桥需求，六易
其稿，最后的图纸村里人人叫好。

“要用艺术地坪，既减少成本，又美观
实用”“房前院墙不要高，用废弃瓦片建小
围栏”“大家需求不同，不如分别建‘小三
园’吧，园内还要留条路，方便我们进
出”……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蒋岗村何塆
自然塆组改造提升前，村“两委”干部 8次
入户征求群众意见。

“发展共谋是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
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建设的重要方式。”襄
阳市襄州区委书记刘明锋表示，襄州区扎
实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
动，以改善群众房前屋后人居环境的小事
为切口，建立和完善全覆盖的社区基层党
组织，以“领头雁”聚民意、“诸葛会”聚民
智、“乡土情”聚民力等方式，实现政府、社
会、村民协商共谋的局面。

完善机制 建管并重
村民唱主角

改造前，道路泥泞，河塘杂草丛生，岸
边乱搭乱建，四处畜栏禽舍，河水脏臭不
堪；改造后，烟柳画桥，河里清波荡漾，桥
边古树盘桓，两岸参差人家。这是记者在
麻城市阎家河镇古城村看到的一组对比
鲜明的照片。

“千计万计，群众路线是第一计；千难
万难，群众支持就不难。美好环境与幸福
生活共同缔造，关键是尊重民意、激发民
力，让村民唱主角。”古城村党支部书记曾
凤英道出了古城村成为全省共同缔造示
范村的秘诀。

群众支持是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顺利
开展的前提。如何将群众思想统一到
一起？

“入户最多的一家，我去了不下26次，
反反复复做工作，详细征求他们的意见和
建议，尽量让规划和设计符合老百姓心中
的样子。”曾凤英说。

决策过程中广纳民意、汇聚民智，建
设过程中更要发挥群众力量。古城村建
桥过程中，施工方优先聘请村里的泥匠、

瓦匠参与施工，一些村民把家里建房子剩
余的建筑材料免费送来做修桥辅料，不少
妇女往工地上送茶水，更多村民参与监
工，共同见证拱桥的诞生。

拱桥建成当天，村民自发放鞭炮庆
祝。结合古城村盛产莲藕的特点，大家为
该桥取名为“莲心桥”。

“‘莲心桥’的建成是古城村共同缔造
的一个缩影。”驻古城村第一书记徐凌功
说，在古城村，每个人都能发挥主人翁的
精神，为共同缔造建言，为美丽环境建设
出力。

“除了几名技术工外，都是我们村民
自己投工投劳。”柏林寺村村民黄新祥说，
村里臭水塘改造启动后，需要铺设污水管
网，几位做过泥瓦匠、木工的村民领头，组
建施工队，全塆 112户人家参与土石方挖
掘、排水管铺设，按工分计酬，大大降低了
人工成本。为了节省石料费用，几十名村
民还到后山拾碎石，一筐筐抬到村里。

“村民不等不靠、主动参与，村子改造
就顺利多了。”柏林寺村妇联主席郭莉介
绍，原本预算得要 60多万元的文体广场，
最终只花了23万元，节约资金37万余元，
省了一半多。

建好更要管好，建机制立规矩才能变
“一时美”为“时时美”。

古城村组织党员代表、村民代表、村
民理事会成员就村庄环境治理的过程定
期开展评价，评选出村民最满意的建设
项目和爱护环境、美化庭院、清洁家居等
方面的先进典型，并在醒目位置张榜公
布；对卫生意识较淡薄、家庭内及房前屋
后卫生状况欠佳的农户进行帮教，帮助
落实整改。建立村规民约，鼓励村民参
与管理村里的公共设施、公共环境、公共
绿化等，大家互相监督，养成门前卫生

“三包”、自觉打扫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
的好习惯。

柏林寺村成立村民理事会，构建“村
党支部+塆组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三
级组织体系，发动村民自治，划分党员责
任区，设立党员示范岗，每名党员就近就
便联系10至15户群众，每口塘、每条路都
有人管护。比如每月组织中小学生和理
事会成员，对村里的环境卫生及绿化分区
进行评比，每家每户实地检查打分，事后
张榜公布成绩。

“自己动手建的家园，大家都格外珍
惜爱护，生怕门前屋后有一点垃圾。”柏林
寺村村民黄忠红说。

壮大产业 宜居宜业
享美好生活

共同缔造的核心在共同，关键在参
与，落脚点在于成果共享，民生福祉普惠。

宜业方能宜居，在“美”颜值的同时，
也要“兴”产业，让村民共享更多发展成果。

柏林寺村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全村在
册的烈士就有124名。“红色文化是柏林寺
村最大的特色和品牌，绿色生态环境是柏
林寺村最好的底蕴和财富。”刘有福说。
近年来，柏林寺村依托深厚的红色文化底
蕴、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依托“美丽乡
村”发展“美丽经济”，建设生态河吧、特色
民宿、百姓大食堂，吸引游客前来游玩、休
闲、采摘，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让绿色发
展“强”起来，促进红色村庄高质量发展，
让乡亲感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实实在在
的变化。

同时，柏林寺村引进本村能人、华中
科技大学教授刘灵敬，成立富安农业生态
有限公司，采取“党支部+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流转土地2000余亩，发展大
棚蔬菜、奶牛和香猪养殖等特色产业，带
动 200 多户村民户均年增收 6000 余元。
探索成立村级商贸公司，畅通产品销售渠
道，村集体收入突破30万元。

蓝天白云下，稻田里绿浪翻滚。“这是
村集体种植的100多亩旱稻。”曾凤英说，古
城村“两委”为杜绝抛荒，将闲置土地统一
流转种植旱稻。此外，村里还谋划着挖掘
麻城古县城的人文历史，共建古城特色文
化，将古城村打造成集宜居、宜业、宜游、农
文旅融合于一体、生态环保的美丽乡村。

村在景中，人在画中，各色绿植尽情
舒展，花香果香引人沉醉。这是孝昌县周
巷镇新龙村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新龙
村把“美丽庭院”作为加快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抓
手，外筑美丽“大家”，内塑美丽“小家”。

“苗木产业一直是新龙村的支柱产业，
我们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方式，将
苗木销往全国各地。”新龙村苗木种植大户
汤立楠告诉记者，新龙村种植苗木花卉万
余亩，户户种苗木、个个土专家，过百万的
大户 40多家。这里的苗木花卉“卖全国、
买全国”，是享有盛名的“苗木之乡”，去年
全村苗木产业产值达到2亿余元。

共同缔造，村里的事共同干，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美好生活的梦想正在
变成现实。

湖北：共同缔造，敲开幸福之门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周郎村组织村民，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美
丽庭院参观和评选活动。参观者仔细观察每个庭院的设计布局、植被养护以及环境整
洁度，并进行打分评比。该活动旨在激励村民更加用心维护自己的庭院，打造宜人宜
居生活空间。图为巾帼志愿者向优秀庭院代表赠送鲜花。 陈照君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近日，海南省发布《海南省农房质量
安全提升工程专项推进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强调将以深化农村房屋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为抓手，强化农村低
收入群体等6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抗震
设防烈度7度及以上地区农房抗震改造，
加强农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

《方案》要求，2023年，持续推进农村
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应改尽改，力
争今年10月底前完成农村各类房屋安全
隐患整治工作，11月底做好“回头看”工
作，及时消除房屋安全隐患；2024年，进
一步强化农村危房动态监测，确保农村
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应改尽改。落
实农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工作体制机

制，加强农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到2025
年，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得到有效
保障，基本实现农房设计建设有图纸、质
量安全有管控，农房建设质量安全水平
显著提升，农房功能品质不断提高。

《方案》提出，海南省还将强化农房
建设规划管控。农房建设实行逢建必报
制度，坚持先规划后审批，先审批后建设
原则。同时，建立健全农房建设管理制
度，推进农房建设管理，提高农房建设品
质，强化农房建设风貌管控，弘扬黎族船
型屋、“干栏式”民居等传统建筑文化；强
化农房设计管理，推进设计下乡；加强乡
村建设工匠管理和培训；推进农房地质
灾害“遏增量、减存量”专项治理；加强农
房建设信息化管理，持续推进传统村落
保护和发展。

海南

力争10月底前完成农房安全隐患整治

□□ 王磊

近日，安徽省萧县杜楼镇八庄村来了一
群年轻人。炎炎夏日，他们没有躲进空调房
里避暑，而是顶着大太阳，为村里安装起了
LED路灯。汗水很快浸透了他们的衣服，但
大家谁也没喊一声苦。夜里，当路灯照亮村
民回家路时，看着大家脸上惊喜的笑容，这
群年轻人也收获了幸福和满足。

“新路灯把村子照得格外亮堂，雅杰这
孩子真不错！”让村民赞不绝口的雅杰是扬
州江海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大学生胡雅杰。
不久前，他和同学们在一家工程公司实习期
间，偶然从父亲胡彪口中得知家乡正在全力
推进乡村建设工作。

“这些年，每次回家都能感受到家乡发
生的变化。自己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
生，在择业就业等人生规划上不仅要志存高

远，更要脚踏实地。我开始思考，如何从实
际出发，助力乡村实现蜕变？”胡雅杰说，正
是带着这样的思考，他与同学们商议，可以
利用这次暑期实习的机会回乡助力乡村
建设。

在他的号召下，这群年轻人加入到基层
“青年志愿者”服务行列中来，和镇村干部一
道开始了农村调研等工作。观乡村，探民
情，悟民生。在走访中，胡雅杰注意到，镇村
干部正在排查统计村内路灯使用情况。综
合调研后，他们得知村内早年间安装的部分
路灯因线路老化、蓄电池亏电等原因无法正
常使用，给村民晚间出行造成了不少安全隐
患。这两年，维修损毁路灯已成为村民最关
切的事情之一。于是，这群年轻人决定先从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着手，解决困扰村民晚间
出行的难题。

说干就干。胡雅杰等人请来专业维修

人员，并在家人的帮助下，掌握了故障线路
维修、光源电器更换等技能。在对全村路灯
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后，他们制定了切实可
行的检修方案，仅用 10多天时间，就完成了
全部故障路灯的维修。维修后的路灯不仅
亮化、美化了乡村，也温暖了群众的心，获得
大家的一致好评。

“路灯规划得很整齐，绿色环保的理念
也给咱村带来了新气象，这些大学生很专
业。”老乡们一谈起这些大学生为村庄安装
的新路灯，脸上就充满了笑容。

而看着被路灯点亮的八庄村，胡雅杰又
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让全镇15个行政村都
实现LED路灯亮化全覆盖。随即，他向镇政
府提出了开展“照亮农村”行动的想法，得到
了镇政府的大力支持。

整体更换路灯，如何解决批量安装等问
题成为摆在年轻人面前的难题。他们利用自

身资源，联系江苏扬州一家LED路灯生产厂
商，让对方根据村情路况设计一款质优价廉
又绿色环保的路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
就完成了首批百余盏路灯的采购与安装。

据了解，这批路灯每个造价200余元，远
低于市场价格，配置上包含 200多个LED灯
珠和大容量蓄电池，光亮效果不仅均衡稳
定，而且更持久，很适合夜间照明。

路灯亮了，村民乐了，而胡雅杰和同学
们又开始了新的谋划。他们计划利用掌握
的专业知识，多方开展调查研究和实践活
动，协助镇村做好乡村规划、美丽庭院设计
及乡村治理等工作，为乡村建设做出自己的
贡献。

“这些日子里，我感触最深的是看到了
基层干部扎根农村，为乡村振兴事业付出的
艰辛和努力。同时，一颗热爱三农和服务人
民的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胡雅杰说。

安徽萧县杜楼镇大学生暑期实习修路灯——

亮了村道 乐了村民

□□ 徐俊聪

盛夏时节，刚走到重庆市巴南区圣
灯山镇大沟村村民李树华家门口，视线
就会被院坝里的风光所吸引。李树华家
的院子虽不大，但满满当当地种植着豆
角、黄瓜等十余种长势旺盛的果蔬。

据了解，近年来，圣灯山镇遵循安
全、卫生、环保、适用原则，积极探索农
村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的有效方法，加强技术指导，鼓励农户
自行清掏自家粪污，就地就近实现资源
化利用。

去年 11月，李树华家告别了脏乱臭
的旱厕，用上了干净整洁的“三格式”卫
生厕所。他家厕所按照农村改厕的标
准，在传统储粪池基础上，增加了厌氧发
酵池和沉淀池，让厕所污水经过粪污沉
降、厌氧发酵等程序，去除和杀灭寄生虫
卵等病原体，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在
技术人员指导下，李树华用无害化处理
过的粪污发展起庭院经济，不仅解决了
粪污的去处，还能增加收入。

目前，大沟村全村已完成改厕300多
户，他们大都像李树华家一样实现了粪
污的资源化利用。

重庆巴南区圣灯山镇

“粪污”变“粪肥”农家巧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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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振民 董延国

山峦重重，沟壑纵横。走进山东省沂
南县西北部跌宕起伏的大山里，一座生机
盎然的村落令人眼前一亮。这个村子名
叫朱家林村，山东省首个国家级田园综合
体朱家林田园综合体就位于这里。

朱家林村曾是岸堤镇出了名的“山
凹村”“布袋村”。这里三面环山，过去
很多年里，进出该村只能依靠村南那条
崎岖的羊肠山道。正因为交通、信息闭
塞，农民只能守着人均不到 1 亩的耕地
打发日子。改革开放以后，头脑和腿脚
较为灵活的青壮年农民纷纷举家奔向
城市谋生，大半个村子成了无人居住的

“空心村”。
近年来，为改变村庄破败、荒凉的落

后面貌，该村以垃圾分类收集处置为突
破口，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除
对以前的建筑垃圾、生活物件进行集中
清理外，每户门前都设置了垃圾分类收
集桶，“垃圾不落地，咱村更美丽”的卫生
理念成为全村人的自觉行动，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同时，村集体与山东燕筑生态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组成联合开发体，在保留
乡风村貌的基础上，通过“披新草、挂新
泥”对村庄内完好的宅院进行维修，对几
近坍塌的房屋采取“石砌墙、茅盖顶”的
方式进行修缮。通过全面修整改造，朱
家林村提升了颜值，乡村生活美学馆、非
遗文化体验馆、无动力儿童乐园等设施
也吸引周边游客前来体验，让这座曾经
的“空心村”焕发出新活力。

山东沂南县岸堤镇朱家林村

“空心村”焕发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