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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近日，重庆市启动“农村改厕质量提
升三年攻坚计划”，提出将通过“大比武”
培育一批改厕能手，真正做到农村户厕
改造“改一户、成一户、满意一户”。

根据《重庆市农村改厕质量提升三
年攻坚计划（2023—2025年）》（以下简称

《计划》），为提高农村户厕改造质量，重
庆市将针对改厕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农
村工匠，按照村镇预选赛、区县半决赛、
市级总决赛方式，开展技能大比武，通过
以赛促训、以赛强技、以赛提质，培育一
批改厕能手，不断提高改厕技能水平。

同时，将通过对改厕管理人员、技术
人员开展技能竞赛等形式，在乡镇选拔
一批改厕领军人才，建立首席改厕专家

制度，常态化对本乡镇改厕进行督促指
导，明确包片指导人员，分层级定期或不
定期提供改厕技术服务，及时发现和解
决改厕问题。

《计划》强调，要统筹推进厕所粪污治
理和生活污水治理，促进城镇污水管网向
周边农村地区延伸，探索在农户聚集区联
建小型污水处理设施，集中收纳处理厕所
粪污和生活污水。同时鼓励支持种养大
户、农村合作社等定期收集、就近消纳厕
所粪污，试点探索智慧化管护等。

此外，常态化开展农村问题厕所摸
排整改和历年户厕改造质量“回头看”，
力争到 2025年，全市农村改厕质量明显
提升，厕所粪污得到进一步处理，资源化
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长效管护机制进
一步完善，农村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重庆

通过“大比武”培育一批改厕能手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近日，河北省发布《加快推动农村地
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能源汽车下
乡和乡村振兴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聚焦解决全省广大农村地区公共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居住乡村充电
设施安装共享难、时段性供需矛盾突出
等问题，提出将加快推动农村地区充电
基础设施布局建设。

《意见》提出，到2025年，河北全省将
建成 1000个重点充电示范村，基本实现

“各市有示范县、各县有示范乡（镇）、各
乡有示范村（社区）”的目标。到2030年，
基本建成覆盖全省农村地区的充电服务
网络，满足新能源汽车需求。

在加快推动农村地区充电基础设施
布局建设上，河北省将从统筹规划布局
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加快推进
农村地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充电
网络运营管理支持力度、强化智能有序
充电等新模式推广应用、探索推动农村
充电桩＋分布式光伏一体化运营模式、
提升公共充电网络运营服务水平这六个
方面着手。

河北省将加快实现新能源汽车充

电站“乡乡全覆盖”、充电桩“村村全覆
盖”；加快推进农村地区既有居住区充
电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开展充电设施建
设条件改造；鼓励用众筹等多种创新模
式建设农村居住区公共充电桩，探索与
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合作的机制；引导农
村推广“临近车位共享”“居住区分时共
享”“多车一桩”等共享模式；鼓励有条
件地方出台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运营、用地减免等专项支持政
策；提升新建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化水
平，将智能有序充电纳入充电基础设施
和新能源汽车产品功能范围，鼓励新售
新能源汽车随车配建充电桩和农村居
住区新建充电桩具备有序充电功能；结
合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探索充电桩＋光
伏开发共建共享新模式，通过土地及屋
顶等资源入股、资金投入、吸收劳动力
就业等实施项目联合开发经营，促进当
地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增收；结合农村
地区充电设施环境、电网基础条件、运
行维护要求等，开展充电设施建设标准
制修订和典型设计。加大计量检定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保证充电计量准确交
易公平。完善充电设施运维体系，提升
设施可用率和故障处理能力。

河北

2025年建成1000个重点充电示范村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宗亮

为深化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
扎实推动全省“和美乡村”创建行动，近
日，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实
施“八改”工程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在全省组织实施农村改厕、改
路、改水、改房、改电、改气、改厨、改院等
工程。到 2027年，农民出行便捷的乡村
道路网基本建成，现代宜居农房加快建
设，生活便利的乡村设施基本配套，村容
村貌整体绿化美化，农村人居环境显著
改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底色持续夯实，
全省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
提高。

《意见》要求，实施农村改厕工程，到
2027年，全省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到 85%以上，农村中小学水冲式厕所
全覆盖，全省A级旅游景区（点）公共卫
生厕所实现全覆盖。

实施农村改路工程，有序推进乡镇
通三级及以上公路建设、老旧县乡道改
造；结合撤并建制村、移民搬迁村、空心
村和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村，采用
多种路面结构加快较大人口规模且具备

条件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建设。
实施农村改水工程，提高农村供水

保障水平，到2027年，农村安全饮用自来
水普及率达到 91%以上，力争供排水一
体化设施在农村覆盖率达到 30%以上，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27%。

实施农村改房工程，持续开展农村
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危房动态监测和
改造，统筹推进地震高烈度区农房抗震
改造，逐步建立健全农村低收入群体住
房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实施农村改电工程，加强农村电网
网架结构、配网线路、老旧设备改造提
升，为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提供安全可靠
的电力保障。

实施农村改气工程，多种形式推进
农村燃气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农村改厨工程，建设干净整洁
卫生、满足基本功能、管线安装规范、烟
气排放良好的农村清洁厨房。

实施农村改院工程，采取群众自筹
和政府补助相结合的方式，提升改造农
户院落、院墙、围墙及庭院周边辅助设
施，加快建设“美丽庭院”，确保农户院内
院外整齐、安全、干净、舒适。

甘肃

实施农村“八改”工程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实习生 马亮

走进新疆喀什地区伽师县铁日木乡
幸福村，宽阔干净的乡村水泥路向前延
伸，五颜六色的墙绘让农家小院变得生动
起来，路边绿化带里结满果实的伽师新梅
与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交相辉映，共
同构成了美丽的田园风光图。

在村里的一户院落中，主人阿不杜克
日木·吐尔洪和家人正坐在院子里吃着西
瓜，干净整洁的小院里，各色鲜花竞相绽
放。阿不杜克日木·吐尔洪感慨道：“现在
环境好了，也有更多游客来这里旅游了。”

“我们这个房子是 2015 年盖的安居
房，加上院子总面积将近 500平方米。”他
告诉记者：“今年我们花费一万余元对房
屋进行了重新装修，计划经营农家乐，预
计9月份就可以开始营业。”

幸福村只是新疆农村“旧貌换新颜”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新疆坚持以“千万
工程”为引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生
活污水、垃圾治理、厕所革命和村容村貌
提升为重点，以改善农民生活品质为根
本目的，加快补齐全区农村人居环境突
出短板。

开展清洁行动，改善村庄环境

“现在村里有垃圾集中回收站点，垃
圾不再乱堆在院子里，而是去了该去的地
方，院子看着干净整洁多了。”在阿瓦提县
乌鲁却勒镇库木日克村，村民艾买提·买
买提对当地实施的农村垃圾治理“五分
法”赞不绝口。

据了解，阿瓦提县结合乡村实际，研
究制定了农村垃圾治理“五分法”，将农
村垃圾分为五类。其中，可腐烂垃圾、可
燃烧垃圾、建筑垃圾在农户院内消化利
用，部分建筑垃圾经村收集后综合利用；
可回收利用垃圾、有害垃圾集中到站点
由一名管护人员统一回收，实现农村垃
圾源头减量、资源再利用、零填埋和环境
保护的多赢。

近年来，新疆通过加强环卫配套设施
建设，不断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
和处置体系，形成了“户集、村收、乡镇转
运、县市处理”“户集、村收、乡镇处理”“户
集、村收、就近处理”等多种农村垃圾治理
模式。

在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化处理、打造
“无废乡村”的过程中，针对农村生活垃圾
点多面广、运输距离远等特点，玛纳斯县
探索总结出了“智能环卫一体化模式”。

据了解，当地引进的生活垃圾处理设

备，每台每天约能处理5000人一天产生的
生活垃圾。处理前后，垃圾体积的对比可
达200∶1，最终产出的磁化渣、焦油等可作
为资源回收再利用。该设备还可结合储
能光伏系统提供清洁电源，具有占地面积
小、建设周期短、运营费用低等诸多优
点。据测算，每年可节省约3万度电、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约30吨。

“现在我们村的生活垃圾不落地、不
出村、不用长途运输，也不用占地填埋，实
现了农村生活垃圾就地无害化处理，离

‘无废乡村’的目标又近了一步。”玛纳斯
县包家店镇包家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马建华说。

目前，新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也
在不断推进。各地州根据当地特点，因地
制宜，选择适合当地需求的技术模式，分
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使全
区生态文明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近年来，若羌县引进“农村环境治理
微循环系统”项目，在全县三个农区乡镇
新建25个小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对原
有排污管网进行全面维修和改造。项目
运行以来，家家户户都自觉将污水倒进接
通管道的水池，通过污水管网进入污水
站，经生化处理达标后可用于林带灌溉。

若羌县吾塔木乡依格孜吾斯塘村村
民刘学敬对污水处理站给环境带来的变
化赞不绝口。他说：“以前，家家户户的废
水、脏水随地泼洒，污水乱流，臭味熏人。
现在好了，污水处理站运行后，村子周边
的环境干净多了。”

推进“厕所革命”，补齐民生短板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
是过去新疆农村旱厕的真实写照，自“厕
所革命”开展以来，昔日的旱厕彻底“改头
换面”。

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阿克苏乡阿
克苏村牧民定居点，牧民达吾提·吐斯甫
回忆起以前上厕所的体验，连连摆手说

“太臭了”。“过去家里没有卫生间，公共旱
厕环境差，冬天还四处透风，上厕所很折
磨人。”他说。如今，随着牧区“厕所革命”
的推进，在牧民定居点，越来越多牧民家
里建造了带有冲水式马桶的卫生间，达吾
提·吐斯甫感慨自己终于可以“舒服地上
厕所了”。

在推进农村“厕所革命”过程中，新疆
始终坚持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遵循宜水
则水、宜旱则旱、简单实用的原则，针对区
域特点，综合分析各方因素，确定适合不同
区域、可推广复制的改厕类型和管理模式。

在哈密市伊州区柳树沟乡一棵树村，
牧民哈不都力·悄夏义经营了一家“牧家
乐”。来此游玩的游客对他家干净漂亮的
水冲式厕所非常满意。据了解，一棵树村
家家户户都新建改建了水冲式厕所，村民
代表、包户干部等组成的评比小组，还会
每周到各组交叉检查评比厕所卫生。“我
们特别重视，都在努力。谁家的厕所卫生
好，还有奖呢！”村民买得尼亚提·阿布加
提说。

在乌鲁木齐县甘沟乡白杨沟村乌拉

斯台牧民定居点，牧民家的厕所还用上了
分户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设备管道通
入渗坑，收集污水并进行处理，处理达标
的中水供牧民灌溉使用。

“政府拿钱给我们装设备，污水处理好
了，不污染环境，还能让我们浇草用，真是
办了件大好事。”牧民巴依木拉提·木汗说。

提高乡村“颜值”，拉动经济发展

人居环境整治让新疆各地的村庄变
得干净整洁。随着乡村“颜值”的不断提
高，乡村发展的动能也在逐渐增强，“美丽
乡村”正在带来更多的“美丽经济”。

过去，温泉县扎勒木特乡博格达尔村
虽然自然风景优美，但人居环境差、村民
收入低。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
不断推进，这座传统的小村落借助国家好
政策和优越的生态环境，实施了人居环境
集中整治、农（牧）家乐建设、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等项目，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村容村貌明显改善，现在成为远近
闻名的旅游村。

村内的保洁员叶尔登其米格对村庄
人居环境的改善感触颇深。日常工作
中，她负责维护村内的分类垃圾桶。据
她介绍，之前村民习惯把杂物堆放在垃
圾桶周围，导致四周总是脏兮兮、乱糟
糟、臭烘烘的。“现在，村民都自觉不乱扔
东西了。他们不但把垃圾桶周边收拾干
净，还建了个‘最美垃圾台’，种上花花草
草，让环境清爽了许多。”谈到村里的变
化，她感到很欣慰。

在村里开办了一家农家乐的村民朱
生娟，也分享了对博格达尔村变化的看
法。“以前村子真的不起眼，很少有游客
来。这几年，村里基础设施一点点完善，
村容村貌也有了很大改观。咱家小院新
建了民宿和水吧，我还把蒙古包改成哈萨
克毡房，游客吃、住、玩在这里全能解决。”
她说。

在库车市哈尼喀塔木乡，乡政府把人
居环境整治和产业发展进行有机结合，整
村推进村组巷道建设，规整村民房前屋后
闲置土地，种植各类果蔬，发展庭院经济，
打造出了一批宜居宜业的现代化美丽新
农村。

眼下正值圣女果采摘季，在库车市哈
尼喀塔木乡巴扎村，村民正在自家菜园里
进行采摘。巴扎村党支部书记阿布来提·
艾合买提说：“我们巴扎村坚持在美化人
居环境的基础上，利用每户居民房前屋后
的空地种植圣女果、小白杏等特色蔬果，
打造庭院经济，实现环境美化和经济效益
双丰收。”

乡村处处美如画
——新疆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

□□ 黄正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赵博文

日前，记者来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
泽镇东港村里墩自然村，沿着里墩河的临水
廊道一路漫步，只见现代化的民居错落有
致，岸边柳树摇曳，河水碧波荡漾，一幅江南
水乡美景尽在眼前。

一大早，在里墩河岸边住了大半辈子的村
民范阿凤拿起扫帚，认真地打扫起门前卫生。
她把垃圾按类归作几堆，分别扔进垃圾分类桶
中。范阿凤脸上洋溢着笑容，她感慨道：“环境
好，大家自然自觉起来，保持好自家环境卫生
已经成为村民的日常习惯。”在她看来，现在乡
村就是景区，日子过得越来越惬意。

然而，就在一年前，里墩村的村容村貌
还跟美景毫不沾边。村里道路狭窄、坑洼

不平，河床淤积、水质黑臭，河道护岸年久
失修。有些沿河居住的村民经常随意往河
中倾倒剩饭剩菜、垃圾；有的村民“见缝插
针”，将河边、路边的空地和绿化带变成自
家菜地，随意种些蔬菜却不好好打理。

变化，源于苏州市吴江区开展的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村庄垃圾清理专项行动。自从吴
江区聚焦村庄垃圾整治、开展形式多样的清
洁行动以来，村庄环境“脏乱差”的问题逐渐
得到解决，农村人居环境也得到了全面提升。

“人们都向往美好生活，憧憬舒适的居
住环境。”东港村党委书记杨群红说：“我们
抓住这次机会，从‘一湖之治’向‘河岸之治’
再到‘全域之治’，全面提升特色宜居乡村品
质水平。”

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里墩村建设雨污
分流工程，清理河道淤泥，整治河岸边坡，因

地制宜打造美丽菜园。“污水排放减少，水变
清了、河变宽了、岸也变美了！村里新建设
的文化广场、健身场地、沿河步道，成了村民
休闲的好去处。”杨群红说。

与此同时，距离东港村不远的杨扇村也
正在积极开展垃圾清理整治行动。

杨扇村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对全村
陈年垃圾、建筑垃圾进行集中打扫清运，安
排 30名保洁人员，动用挖土机 3台，垃圾清
运车10辆，合计清理垃圾53吨。

除了清运垃圾，违章建筑治理工作也在
同步进行。在杨扇村戚家坝自然村，曾经的
涉水违章建筑经改建变成了议事长廊，为村
民提供了说事议事的好去处。村里的大事
小事在这里形成共识、找到答案，小长廊逐
渐发挥起大作用。如今，漫步在杨扇村的村
道上，整洁干净的小路，生机盎然的绿化带，

绿油油的菜园，不断映入眼帘，增添了无限
的生机与灵动。

“现在村里变化很大，而且是我们真真
切切看得到的变化。我们村民的环境保护
意识也在提高，做什么都积极，相信以后会
变得越来越好。”杨扇村村民吴巧妹说。

目前，杨扇村已建设美丽菜园 17处、约
2500 平方米，新增绿化节点 2 处，新增墙体
彩绘679平方米，改建老旧公厕3个。西浜、
戚家坝自然村安装仿木栏杆1200米，村容村
貌发生了华丽“蝶变”。

盛泽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镇
人居办已对拆除违章建筑后遗留下来的381
个问题点位实施“挂图销号战”，要求限期对
建筑垃圾进行清理、搬运。据统计，盛泽镇
已清理违建垃圾近 4万立方米，为美化农村
人居环境提供了空间保障。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

整治“脏乱差”水乡换新颜

□□ 方成 沈周丹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浙江夏季多雨，但对于地处偏远山区村
庄的老百姓而言，长期喝上干净水却是个难
事。难就难在暴雨后水质不稳定，常得先用
盆接，待沉淀后，再取上层清水。多年来，老
百姓一直盼望能喝上稳定的自来水。近日，
诸暨市传来好消息：过去两年，7个山区乡镇
11 个自然村的 6200 多名村民，终于结束了
这样的取水方式！

在诸暨市同山镇西源村里江山自然村，
村民边阿毛打开水龙头——出水稳定，洗衣
做饭都方便。“早些年，我们自己筹钱接水
管，要么水流小，要么水质不好。现在好了，

完全不用愁。”边阿毛说。
据了解，西源村天门水库集雨面积约

7.25平方千米，集雨区域内有大小水资源18
处，还有些常年不断流的溪流。居住在里江
山自然村的村民约 50户，但因地势过高，饮
用水工程建设难度较大。为了让村民便捷、
放心地喝上干净水，近年来，诸暨市水利局
大力实施农村饮用水达标提质工程，因地制
宜出台“一、二、三、四、五”标准化运行维护
统管方案。

何谓“一、二、三、四、五”标准化运行维
护统管方案？即一个统管机构，负责全市农
村供水站的运行管理工作；两支管理队伍，
由统管巡检人员和属地镇村协管员配合，对
供水站进行日常管护和专业运行维护；三种

供水站类型，根据现有设备现状将供水站分
为规范供水站、标准供水站、普通供水站三
类，并进行分类管理；四个工作站点，按照就
近、快速服务的原则，将全市供水站划分为4
个工作站点，分片开展运行维护；五定巡查
制度：定人、定时、定点、定责、定量，实现制
度管人、制度管事。

在推进农村饮用水达标提质工程中，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山区村庄分布散落，
如何高效运行维护？这其中，智能化终端
设 备 与 运 行 管 理 驾 驶 舱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记者了解到，对千人以上农村供水
站，诸暨市实施全流程智慧化管理，管理
人员只需定期对制水工艺设施、药剂投加
系统、膜处理装置、清水池、在线仪表、安

防设施等开展巡检，各种设备则全年“无
休”实时上传水质数据。

两年来，通过加快推进城乡供水设施信
息化建设、专业化运行维护、智慧化管理，成
效十分显著，彻底改变了诸暨市偏远农村的
饮用水质问题。

“在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三年行动基
础上巩固提升，我们将以数字化促改革，
以服务抓质量，全面提升农村饮用水安全
水平。”诸暨市水利局党组书记石坚钢表
示，接下来，将从落实资金保障、明确运管
责任、强化水源与水质监管、完善供水服
务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让广大农村群众
都能喝上“水量充沛、水质达标、水价合
理”的同质水。

浙江诸暨市

城乡共饮“同质水”

贵州省息烽县九庄镇由于村民组多、人员流动性大，垃圾分类设施无法做到辖区
全覆盖，为此，当地根据前期摸排统计情况，按需购置了一批垃圾桶在辖区重点路段进
行投放，同时对破损的垃圾桶汰旧换新。图为近日息烽县九庄镇垃圾桶分发现场。

江声桃 摄

喀什地区伽师县铁日木乡幸福村阿不杜克日木·吐尔洪在自家装修一新的院落中
浇花。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