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地传真

2023年7月24日 星期一

编辑：陈子璇 实习生：张子夏 新闻热线：01084395123 E-mail：nmrblc@126.com 5乡村建设

乡建观澜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这个建房现场跟过去见过的不太一
样。地上没有堆积的砖瓦，空中没有扬起
的粉尘，只见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吊装墙
板，用装配连接的方式将房子搭建起来。

“这是建房子？这不就是搭积木吗？”“这
样的房子冬天能保暖吗，住着安全吗？”在
施工现场“监工”的甘肃省永昌县河西堡
镇鸳鸯池村村民议论纷纷，大家既充满疑
问又觉得新奇。

同样的疑问也曾萦绕在安徽省长
丰县吴山镇牌碑社区村民郑诗云的心
头。村庄被划为水源保护地后，70 多岁
的她搬进了镇上的龙门里安置小区。
小区的房子也是用这种在工厂加工制
作好的装配式构件连接建造而成的，淮
风楚韵、粉墙黛瓦的楼房让人赏心悦
目，好看是好看，但住起来实用吗？从
严冬到酷暑，时间给了郑诗云答案：这
房子不但冬暖夏凉、保温隔热，而且连
隔音效果都相当好！如今，碰上到她家
打听居住感受的老乡，她拍拍胸脯向对
方保证：“去年冬天屋里很暖和，我们家
都没盖过厚被子呢！”

宜居方能宜业。过去，农村村民建
房普遍属于自建自用，常因建设管理和
技术指导不足，而暴露出功能不完善、资
源能源消耗大、质量安全风险隐患突出
等问题。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强化农
房质量安全保障、提升农房设计建造水
平、推进农房用能结构低碳转型，让一批
批安心、绿色且富有特色的农房成为美
丽乡村的亮丽风景。

工匠带证上岗，农房更安全

从事农村房屋建设二三十年，郭东云
记不清自己盖过多少幢农房。在他的印
象里，过去村里建农房往往比较随意，没
有规划、缺乏设计，工匠们多凭经验和感
觉施工。

直到参加了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举
办的农村建筑工匠专题培训班后，郭东云
才意识到，正是在选址和施工过程中存在
的种种不科学、不规范问题，才导致了许
多农房使用年限短、抗震抗灾能力差。

“这边上着课，那边我马上叫停了手
上几个正在施工的农村房屋建设项目，让
团队整改。”郭东云说，多亏了培训，他学
会了农村自建房看图识图，掌握了经纬
仪、全站仪等测量仪器的应用，了解了农
房从基础到主体建设全过程中的安全
要求。

像郭东云这样的乡村建筑工匠，长期
在一线施工，在村里个顶个地算得上建房
子的“行家里手”。但缺乏专业理论知识，

质量管理和安全意识、政策法规风险意识
低，也是他们普遍存在的“短板”。

乡村建筑工匠作为农房建设施工的
主力军，他们的水平直接决定着农房的质
量安全。为加强乡村建筑工匠队伍规范
化建设，提升农房建造技术水平，强化农
村自建房施工安全管理，近年来，多地尝
试开展乡村建筑工匠培训并颁发合格
证书。

其中，福建省将建房村民、镇村干部
和工匠全部纳入培训，每年对全省工匠、
镇村干部进行全覆盖轮训，并且建立了工
匠“带头人”负责制度，村民申请建房时需
提供带头工匠培训合格证、施工合同等，
并提交乡镇审核把关。山西省出台了《农
村建筑工匠管理办法（试行）》，规范工匠
培训并发放合格证书，培育形成了 3.3万
余人的乡村建筑工匠队伍，推动农房建设
由无序施工向规范施工转变。山东省要
求各地充分利用职业院校、公共实训基
地、职业培训机构、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
村电商基地等培训资源，开展适合乡村建
筑工匠需要的各类技能培训，鼓励通过

“安全+理论+实操”模式，提升工匠的安
全生产意识、专业技能及实操能力。重庆
市不但为乡村建筑工匠提供培训，还开展
了巴渝传统建筑工匠培训工作，评定巴渝
传统建筑工匠传承人，为传统村落里的传
统建筑修缮维护提供保障。

如今，在山东省鄄城县，农户都更愿
意找建筑技能培训合格的乡村建筑工匠
给自家施工。在彭楼镇前牟村，正在对一
处“东边漏雨、西边进风”的歪斜危房进行
改造的工匠宋海奇自豪地说：“作为县里
第一批‘带证上岗’的乡村建筑工匠，我施
工时更有底气了，农户也更认可了！”

材料装配入场，农房更绿色

“你家的房子真气派！”近日，河北省
石家庄市栾城区栾城镇榆林道村村民刘
素珍在家中迎来了一拨又一拨客人，大家
都是为了参观她家新盖的装配式农房而
来的。

刘素珍这个新家，是村里的第一幢装
配式农房。虽然是平房，但外观大气舒
展，尤其是进门处的两根立柱设计得十分
精巧，许多人都夸“这房子好看到不像是
村里的”。听说房屋主体施工只花了半个
多月时间，比传统砖混方式的建造时间少
了不止一半，客人们更觉惊叹。

一些人担心这种房子会不够结实，忍
不住在墙面上摸了又摸、敲了又敲。每逢
这时，刘素珍就讲解道：“这房子到处都严
丝合缝的，搭建时还会在中心浇上十几厘
米厚的混凝土层，再叠加好几圈钢筋，能
抗震，结实得很！”

而这种运用了新技术、新产品、新工
艺、新材料的农房，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
优点——节能。在栾城区圪塔头村，同样
住上了这种新式农房的村民王吉春算了
一笔账：以前在土坯房里住了 30多年，冬
天壁挂炉烧到超过 50℃，屋里也才 15℃；
在新房里，壁挂炉烧到 40℃就挺暖和；现
在夏天室外超过 38℃，屋里也不到 30℃，
一年下来，电费、燃气费至少能节省 2000
余元。

据了解，装配式农房是当之无愧的“绿
色”农房。过去，农村建房多选用黏土砖、
砂子、水泥等传统建材，常出现不耐用，外
墙保温隔热性能差，采光、通风效果不好，
厨卫水暖设施落后，门窗气密性和水密性
差等问题。而这种将工厂加工制作好的装

配式构件和产品运送到建筑施工现场，通
过可靠的装配连接方式建造而成的农房，
一方面安全实用，保暖、隔音、防火、防潮等
性能均优于传统建筑，另一方面建造快捷，
且在建造过程中基本不会产生建筑垃圾，
能真正做到舒适安全与节能减废的平衡。

近年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大
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多地开始
因地制宜积极开展装配式绿色农房试点示
范工作。据了解，河北省在去年已建成500
户的基础上，今年还将再建成500户适用、
安全、节能、美观的装配式示范农房，加快
传统农房建造方式转型。重庆市目前对农
民建设自住自用的装配式农房，按照建筑
面积平均补助500元/平方米，力争到2025
年建成一批“结构安全、功能现代、风貌乡
土、绿色环保”的宜居示范装配式农房。安
徽省也于去年开始在合肥、芜湖、六安、宣城
等地开展装配式绿色农房建造区域试点。

在长丰县吴山镇官府社区，村民郑造
贤一家四口在装配式农房里已居住了三
年多，而以前在年久失修、透风漏雨的瓦
房里生活的记忆离他已越来越遥远。谈
起现在的幸福生活，他感慨道，希望更多
人家能享受到装配式农房的便利。

设计因地制宜，农房更添彩

在各类社交媒体上，浙江的农房常因
设计感十足的“高颜值”而出圈，由此引来
许多城市年轻人感慨：我想回农村！

当一些人对农房的印象还停留在没
有美感、千房一面时，全国各地已涌现出
许多为农房找回乡土韵味的积极尝试。

在浙江，农民可以在农房“浙建事”全
生命周期综合管理服务系统上，看到 800
多套风格各异的农房设计通用图集。这
些设计均出自专业人员之手，图纸还可以
免费修改以更好地满足农户的个性化居
住需求。在海南三亚市，当地也鼓励农户
从政府免费提供的农房通用设计图集中
选择住宅建筑样式、外立面和屋顶颜色或
相应的农房建造风貌。图集涵盖了乡土
风格、南洋风格、田园风格、黎苗风格等多
种风格，充分考虑到了农户需要和地方特
色。在陕西，上百名设计师深入关中、陕
北、陕南不同区域，为村民一家一户制定
个性化设计方案……

富有地方特色、高颜值的农房给村民
带来的不仅是美的享受，也创造了致富的
机会。在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堡布依
族乡马头村，改造后的房屋、院落都彰显
出布依族传统民居特色。村民唐发玉说：

“村里老旧的房子经过改造后，跟优美的
自然环境相称多了。最近过来避暑的游
客越来越多，我利用自家房屋开办的民
宿，收入也直线上升！”

绿色安全 美丽宜居
——多地推动农房品质改善提升观察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近日，吉林省印发《吉林省美丽乡村
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
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方案》提出，合理采用纳管处理、
集中处置、生态治理和资源化利用等
模式，因地制宜增强农村生活污水、黑
臭水体集中治理能力。到 2025 年，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27%。到 2035
年，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应治尽治，基本
消除农村黑臭水体。村庄清洁行动范
围由村庄面上向屋内庭院、村庄周边
拓展。完善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
县处理的收运处置体系，实现生活垃
圾日产日清。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试点，探索整合提升再生资源或垃圾
分类回收平台。到 2025 年，行政村生
活 垃 圾 收 运 处 置 体 系 覆 盖 率 达 到
100%。到 2035 年，农村生活垃圾收集

率、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坚持“宜水则水、宜旱则旱、以水优

先”原则，尊重农民意愿，采取以奖代补、
先建后补等方式，因地制宜推进厕所革
命。到 2025 年，全省改造卫生厕所 126
万户。到 2035年，农村常住农户实现愿
改尽改，基本普及卫生厕所。因地制宜
实施畜禽粪污收储运体系，因村施策推
广“一主三辅”利用模式。加强村屯粪污
治理日常监管。到 2025年，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率稳定在 85%以上。到 2035年，
达到 90%以上。加强村庄林带、道路林
网、水系林网、农田林网建设和“四旁”植
树绿化，充分利用废弃地等建设小微公
园和公共绿地。引导鼓励农民通过栽植
果蔬、花木等开展村庄绿化美化。到
2025年，打造绿美示范村屯 100个，提升
绿美村屯 3000个。到 2035年，基本实现
山地森林化、农田林网化、村屯园林化、
道路林荫化、庭院花园化。

吉林省

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

实习生 张子夏

为进一步助力推进全市传统村落保
护，塑造村落徽州建筑风貌和徽派民居
建筑特色，近日，安徽省黄山市发布《村
落徽州徽派民居建设技术导则》。

黄山市是徽文化的发源地，徽派建筑
作为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
统民居建筑的一个重要流派，徽派建筑
的建筑风格与古徽州人文山水融为一
体，相得益彰，越来越受到市场青睐和群
众喜爱。徽派建筑影响力目前已辐射到
全国 25个省（市、区）。全市现有4072处
历史建筑，共有310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在全国地级市中位列第二名，
其中歙县、黟县分列全国县区中的第一和
第十六名；共有491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
村落保护名录，位列全省第一。

此次发布的《导则》共包含 5个部分
和1个附录。总则明确了编制目的、适用
范围、分类管理、管控要求、安全体系和
宅基管理；术语则是对城镇开发边界、徽
派民居、村落等12条术语进行了说明；基
本要求规定了徽派民居建设原则、严禁
事项、建设报批程序、建筑防火等要求；
场地与规划则明确了选址、规划布局和
景观与环境三个方面的要求；建筑设计
导则从建筑特性、建筑设计、徽派建筑基
本元素及特征要素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建筑特性提出了相融性、整体性、地域
性、延续性、有机更新和时代性；建筑设
计从功能、建筑高度、建筑形式与风貌、
建筑色彩和建筑材质等 5个方面提出了
要求，并提炼了马头墙、坡屋顶等12个徽
派建筑特色元素，分别对这些元素的功
能、做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配置相应的
图片及节点构造做法。

安徽黄山市

发布村落徽州徽派民居建设技术导则

近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的鱼窝头广场，志愿者和社区居民担任垃圾
分类宣传摊位的摊主，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向身边人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其中，知识
宣讲摊位设置了分类知识展板和背景墙，并结合传统宣传单和宣传册的派发形式，解
答居民在日常分类中的疑问。 虞诗君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近年来，重庆市住建部门加大农村
建筑工匠和巴渝传统建筑工匠的培育力
度，目前，全市已培训农村建筑工匠 1.3
万余名和巴渝传统建筑工匠500余名。

2018年至 2020年，重庆在全市开展
农村建筑工匠培训，落实专项资金，培训
农村建筑工匠 13909人。2021年至 2022
年，重庆市在9个区县开展巴渝传统建筑
工匠培训工作，共有 665 人参加理论培
训，参加实操考核合格 527人，评定巴渝
传统建筑工匠传承人 44人，颁发相应工
种高级工证书。此外，重庆市还开展了乡
村建设人才培训，培训合格218名乡村建

设工匠，86名乡村建设指导员。重庆市还
在传统村落资源调查、规划设计、传统建
筑保护修缮等方面，充分发挥能工巧匠的
作用。对从事传统建筑保护修缮工作达
10年以上、技艺娴熟、积极传承技艺的建
筑工匠，直接颁发住房城乡建设行业技能
人员职业培训高级合格证书，列入市级巴
渝传统建筑工匠名录，认定为传统建筑建
造修缮技艺传承人，并优先承接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等项目。

据了解，重庆现有164个村落入选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75个村落列入重庆市
传统村落名录加以保护，建成 50个传统
村落保护发展市级示范点。重庆传统村
落保护、修复工匠人才需求量持续增加。

重庆市

已培训农村建筑工匠1.3万余名

□□ 吉定刚 张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锐

“我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湟水是我们的
母亲河。从当上河长的那一刻起，我就下定
决心，要守好护好母亲河。”5年来，作为一名
村（社区）级河长的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科普
路社区党委书记的康燕霞，肩负起文苑桥至
文亭桥1.6公里长的湟水保护宣传、巡查巡护
任务。正常工作之余，康燕霞会沿着湟水河
道一路巡查，查看树木有没有虫子，岸边是不
是有垃圾，河面有无漂浮物……

点开河长巡河App，康燕霞所在的巡河
点位一目了然。打卡后，她坚持做好“巡河
日记”，对发现后又不能马上解决的问题会
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并配合处理。“一周巡

河 3 次，这几天雨季来临，我来的次数会多
一点，主要排查河水流量和妨碍河道行洪等
问题。”康燕霞说。

“这些年湟水明显变绿、变净，我们巡河
时经常看到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鸟儿来到这
里，栖息、觅食，翩翩起舞，这说明我们的生
态环境越来越好了！”又到雨季，站在南川河
岸边远眺，河水缓缓流过。听着熟悉的水流
声，每隔一天就来巡河打卡的西宁市城中区
南滩街道办事处新青社区河长蒋晓芸难掩
激动之情。

河湖巡查，别看每个村（社区）级河长的
职责范围只有 1公里多长的河道，却有很多
人参与其中：河湖长、河湖检察长、民间河长、
专职巡查员、河段保洁员……水环境越来越
好的背后，是每个人的不懈努力。

近日，青海省水利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
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首
次共同开展青海省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
行动，这是继建立“河湖长+检察长”“河湖
长+林草长”等工作机制后，落实流域联防联
控联治协议，继续加强与检察机关等部门交
流合作，持续强化河湖生态环境保护，形成
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格局的又一实际举措。

如今，河湖巡查已经成为康燕霞、蒋晓芸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有空，她们都会来
河边看看，仔细观察河道的水质情况，对群众
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检查河岸的基础设
施是否正常，日行两万步那是常有的事。

湟水是黄河上游重要支流，湟水管理保
护是青海履行源头责任、守护“中华水塔”的
缩影。青海省肩负守护“三江之源”和“中华

水塔”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制定实
施《青海省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生态空间管控
的意见》，全面完成全省河湖库管理范围划定
工作，建立红线矢量坐标数据库，河湖岸线保
护利用规划应编尽编并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
接，推进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限制高耗水
项目，积极创建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县
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连续10年完成国家

“三条红线”控制目标，黄河干流、长江、澜沧
江出省境断面水质达到Ⅱ类及以上……

目前，青海省有 6723名像康燕霞、蒋晓
芸这样的河湖长。《青海省实施河长制湖长
制条例》颁布实施后，河湖长投身到青海省
3518条河流、242个湖泊的管理保护事业中，
青海省河湖长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管理，形
成有考核、有监督、有追责的闭环管理模式。

青海

6723名河湖长守护“中华水塔”

安徽省长丰县吴山镇梨园村装配式农房施工现场。 资料图

□□ 曾晟

“你家的农药袋、农药瓶送到回收点了
吗？”近日，在内蒙古突泉县突泉镇，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成了村民热议的话题。

一大早，平川村村民张国友就带来了近
日的“战利品”——32个农药瓶，来到回收点
兑换处，换了两袋洗衣粉和一袋食盐。他感
慨地说：“以前没有这个意识，打完农药后，
药瓶就随手丢弃了。大家都这样想，慢慢
地，农药瓶和包装袋越来越多，对环境造成
了污染。”

提起过去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村中生

活环境的情况，突泉镇平川村党支部书记赵
泉红同样印象深刻。“一到春夏季节，田间地
头、街头巷尾到处是装过农药的瓶瓶罐罐。
风一吹，满鼻子都是农药味。”赵泉红说，这
些农药包装废弃物往往还有农药残留，遇到
雨水冲刷或经暴晒后，残留农药会渗透到土
壤中、沟渠里，既会对村民的健康造成潜在
危害，也会污染地表水和土壤，甚至会影响
农产品质量安全。

不能让农药包装废弃物影响美丽乡村
建设，应该给这些废弃物一个安全环保的归
宿。为调动村民积极性，年初以来，突泉镇
加大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力度，鼓励各村

开展有偿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活动，每10
个农药塑料瓶可兑换一样奖品。奖品有肥
皂、洗衣粉、洁厕剂等生活用品，村民可根据
自己需求选择。

在常青村，活动开展到第3天的时候，就
累计兑换食盐2000袋，回收农药瓶2万余个。

回收来的瓶瓶袋袋将去往哪里？据常
青村党支部书记牛福宝介绍，回收工作由村
委会派专人负责，回收的农药包装废弃物经
过分拣、包装后，统一运送至当地垃圾中转
站进行专门处理。如今，常青村已形成散户
将农药包装废弃物交给村级收集点，村里再
进行回收处置的良性循环。

村民不再受农药包装废弃物刺鼻气味
的困扰，乡村的面貌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目
前，突泉镇已有 17个村开展兑换回收工作，
废弃物回收处置形成“绿色闭环”，初步建立
起“政府扶持、属地管理、集中回收、分类处
置”的长效工作机制，全面调动起农业企业、
种植大户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回收只是第一步，做好收回来的农药
包装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更是重中之重。”突
泉镇人居环境整治负责人王慧介绍，下一
步，当地将继续深入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的
回收、无害化处理等全过程处置工作，建设
村民宜居宜业的绿色家园。

内蒙古突泉县突泉镇

小药瓶兑出大环保

□□ 顾人杰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
镇以“美丽普惠、数智赋能、未来引领”为
发展路径，内外兼修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据了解，近年来，三墩镇不仅成功创
建4A级景区，还围绕旅游主要元素配置
要求，将本地农耕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
融合，打造集农业观光、研学旅游等于一
体的都市农业旅游综合体。镇内村庄从
原来的“脏、乱、差”蝶变成现在的“绿、

美、净”，得到了村民群众的高度赞赏，村
风民风显著改善。

随着村庄环境逐步提升，以及“筑巢引
凤”式招商模式落地，带动了本地经济的发
展，为全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三墩镇将特色农产品打造成有区域影响
力的农产品品牌，将农业产业、生态营造、
主题乐园、直播销售等业态有机结合，累
计实现农业附加值5000余万元。同时，强
化乡村人才培育和引进，打造以非遗传承、
研学课程、住宿休憩为特色的匠人工坊。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

内外兼修建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