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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的身边事⑥R

垃圾专人清，休闲有去
处，乡亲们幸福感满满

初冬时节，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古城镇

宁小村，村道笔直，绿树成荫，灰白相间的农

房矗立两旁。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生机盎

然：门前花儿开放，屋后菜园葱绿。文化广场

上，村民崔正杰正和几位老人下象棋。

提起以前村里的环境，崔正杰连连摇头，

“过去村里杂草遍地，垃圾成堆，一到夏天味

道难闻。”

宁小村的蝶变，得益于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2018 年，乘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宁小

村开展了村庄清洁行动，乡亲们一起动手，改

水改厕，统一清运垃圾，修整民居和村道。

“村里的保洁员有 7 个，每天早晚都要打

扫一遍。”一早，保洁员崔居印就开始清扫村

道，他顺路还会挨家挨户清运生活垃圾。“垃圾

分类后，转运到发电厂焚烧发电，做到了日产、

日清、日运。”村党支部书记崔志全说。

垃圾有人清，宁小村的颜值提升了。更

让村民们舒心的是，村里把改厕作为人居环

境整治的重要内容，乡亲们告别了旱厕，用上

了水冲式厕所。

崔正杰家的卫生间里，冲水马桶、浴霸、

热水器一应俱全。“以前旱厕异味大，屋里屋

外蚊子多。现在上完厕所水一冲，方便又卫

生，热水澡随时能洗，生活质量提升了一大

截。”崔正杰笑容满面地说。

宁 小 村 是 全 国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的 一

个缩影。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夏更生介

绍，2018 年以来，各地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目前全国 95%以上的村庄

开展了清洁行动，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68%，生活垃圾进行转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

超过 90%。全国农村脏乱差的局面得到了扭

转，村庄基本实现了干净、整洁、有序。

“现在村子就像个公园，我们自然也得把

自己家里收拾得漂漂亮亮的。”每天早上，崔

正杰都会把自家的房间、庭院打扫得干干净

净，“养成习惯了，现在看到哪个地方不干净，

感觉特别碍眼。”崔正杰还在房屋旁边开辟了

一块小菜园，“既解决了平时吃菜问题，也美

化了环境，一举两得！”

环境美了，乡亲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更

高了。宁小村利用废弃空地，栽种鲜花、草

坪，配备休闲座椅，建成一处 60 多平方米的小

游园，成了乡亲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经过

人居环境整治，我们村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

乡亲们可高兴了。”崔志全自豪地说。

村在景中，人在画中，人居环境整治让

亳州农村从“一处美”向“一片美”转变。“今

年全市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持续推动提质扩面，从基本达标迈向提

质升级，从点上示范转向全面推进，让广大

乡村更加美丽宜居。”亳州市农业农村局局

长解子德说。

家门口吃上生态饭，好
环境成了生产力

走进四川省苍溪县五龙镇三会村，一排

排川北民居掩映在青山茂林之中。靠着猕猴

桃、乡村旅游等生态产业，三会村脱贫摘帽，

去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2.6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

入 165 万元。

“家门口吃上生态饭，搁以前想都不敢

想！”田间硕果压枝头，村民杨东生正忙着采

摘猕猴桃。他告诉记者，当地海拔高、储水

难，村民出力挖了抗旱池，前些年生活污水直

排池塘，一度影响生产灌溉，“现在我们的生

活污水都得到了有效处理，灌溉再也不卡脖

子了。”

在三会村雨晴坡污水处理站，村党支部

书记魏光勇打开出水口的玻璃盖检查，“你

看 ，这 处 理 后 的 水 清 澈 、没 异 味 ，达 到 农 田

灌溉标准。我们还将生活污水处理与农田

灌溉、渔业用水等有机衔接，满足生产用水

需求。”

“因地制宜才能把生活污水治理好。”魏光

勇介绍，全村 725 户，乡亲们居住分散，村民聚

集点、乡村旅游区适宜集中建设污水处理站，

更多的散居农户通过安装三格化粪池、沼气池

处理污水，城镇周边农户则配套延伸污水管

网，现在全村生活污水处理率大幅提高。

水环境好了，乡村发展潜力得到释放。

五龙镇党委书记张兴中说，依托良好生态环

境，镇里在三会村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村庄变

景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全村发展起

猕猴桃、苍溪梨等特色产业 2100 亩，开办农家

乐、民宿 40 多家，年接待游客 10 万多人次。

“我承包了 20 多亩梨园，今年刚挂果，卖了 1
万多元。明后年进入盛果期后，收入还能涨

一大截！”村民康德英美滋滋地说，看好乡村

旅游发展前景，今年她将两间闲置房屋租给

村集体统一开民宿，每年又能增加 4000 多元

租金收入。

“环境美要更好带动‘发展美’，我们深入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一步推动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森林康养等‘美丽经济’，让乡亲们的生活更

有奔头。”苍溪县副县长梁培利说。

人人都出力，乡风文明
从“一时美”迈向“一直美”

“走！我们去太公村查找问题去。”早上，

江西省定南县历市镇下庄村文化广场，几名

村民一起约好，去完成他们的“工作”。原来，

各村每月要搞“美居村舍话事会”，村民自愿

报名，交叉到其他村查找问题，查问题的结果

直接关系到流动红旗的归属。

“你瞧！我们跳广场舞的音响设备，就是

上次村里拿到流动红旗的奖品。”下庄村村民

李作兰掏出手机展示照片，给大伙儿讲解其

他村的好做法和不足之处，“监督人家，关键

咱自己得做好。今年我们再拿一次流动红

旗，就能参与年度评奖了！”

农村人居环境要好，除了整治提升，做好

日常管理也很重要。为调动村民积极性，今

年以来，定南县对人居环境整治重点、难点问

题列出清单，每月通过“晒红黑榜”“争流动红

旗”等形式进行考核监督、查漏补缺，截至目

前共整改问题 1965 个，村民满意度达 99.8%。

“‘随手拍’的效果好。”历市镇党委书记

宗剑锋介绍，镇里组织干部群众开展“随手

拍”活动，“每个人都可以将发现的人居环境

问题拍成照片，发到村务公开群督促整改，换

取积分、兑换奖品。”

人人都出力，村庄更美丽。在河南省周

口市淮阳区王店乡王楼村，“5 分钱”发挥大

作用。

“村民每人每天交 5 分钱，村集体再投入

部分资金，村里开起爱心超市，村民用‘美丽

积分’就能兑换生活用品。”王楼村党支部书

记王翔介绍，“村庄环境跟每个人都密切相

关，大家伙积极性都非常高。”

“把自家收拾干净、垃圾正确分类，村干

部和村民代表上门评议后，就能获得积分。

虽然一年出了 18 元钱，但兑换回来的东西远

不止这点钱。”上个月，村民张伟刚用“美丽积

分”从爱心超市兑换了食用油和大米。

在王楼村的村务公开栏里，每家每户的

“美丽积分”一目了然，排名靠前的农户还上

了文明家庭光荣榜。村里根据“美丽积分”得

分情况，综合“好婆婆”“好媳妇”评比以及好

人好事、参加公益志愿活动等情况，公开对文

明家庭上榜表彰。“上光荣榜，戴大红花，大家

伙参与的劲头更足了。”王翔说。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还要涵养文

明乡风，推动环境美迈向风尚美、‘一时美’

迈向‘一直美’。”淮阳区委书记张建党说，在

加大人居环境整治的同时，还要树典型、立

标杆，用乡亲们的身边榜样带动大家营造文

明新风。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点任务，也是农民群众的深切期盼。”

夏更生说，下一步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调动

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建设美丽家

园的内生动力，同时坚持建管用并重，构建系

统化、规范化、长效化的政策制度体系和工作

推进机制。

全国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

乡村美 产业旺 村民乐
本报记者 常 钦

本版责编：李晓晴

电子邮箱：rmrbxnc@126.com

■话说新农村R

“ 医 养 中 心 真 不 错 ，我 在

这里挺舒心！”前不久，山东省

胶 州 市 里 岔 镇 农 民 徐 建 玉 在

家 不 慎 摔 倒 骨 折 ，手 术 后 ，徐

建 玉 入 住 了 里 岔 镇 卫 生 院 医

养 中 心 ，有 不 少 老 年 朋 友 做

伴 ，还 有 针 对 性 康 复 治 疗 ，老

人整天乐呵呵的，恢复得越来

越好。

徐建玉的幸福感，得益于

胶州市推行的卫生院、养老院

“两院合一”医养结合模式。乡

镇卫生院托管养老院，设立医

养中心，老人患病时转入治疗

区，病情稳定后转入康养区，医

疗、康护与养老深度融合、无缝

对接。

数据显示，我国生活在农

村的 60 岁及以上人口有 1.2 亿

人，如何让他们更好地老有所

养 、老 有 所 医 ，是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的 一 个 重 要 课 题 。 当

下，农村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外

出务工，罹患疾病的农村老人

急需健康养老服务。近年来，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快速增加，

但 总 量 仍 然 不 足 。 供 需 矛 盾

如何缓解？

从一些地方的实践看，医

养结合是个好路子。对于有意

愿、有能力在机构养老的农村

老 人 ，可 以 引 进 增 量 、盘 活 存

量，提供多种形式的医养结合

服务。各地要加大投入，引导

社会资本新建医养结合的养老

机构，统筹用好现有的医疗与

养老服务资源。在推进医养结

合过程中，也要因地制宜。可

以让卫生院托管养老院设立医

养中心，也可以在养老院设立

定点卫生室，还可以让乡镇卫

生院利用闲置病床设置老年人

家 庭 化 病 房 ，开 展 医 疗 养 老 。

总之，要多管齐下，增加有效供

给，让更多的农村老人能享受物美价廉的医疗保健及

生活照料服务。

对于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可以探索线上线下结合

的医养结合服务。一些农村地区充分发挥“互联网+
健康养老”的优势，政府搭建健康养老云平台，配备智

慧随访箱，打通了居家养老的“最后一公里”。老年人

在家通过智能手环、远程心电监测设备、床头一键呼

叫器等智能终端，享受到紧急救援、健康监测、健康管

理、生活照料、上门诊疗等服务。还有一些农村地区，

家庭医生跟需要“家庭病床服务”的农村老人签订协

议，定时上门，提供医疗、康复、健康管理等服务。这

些实践探索，成效不错，值得借鉴推广。

农村医养结合，难点在“合”，关键也在“合”。这

方面，各级政府要唱好主角，整合相关部门的职能，

促 进 医 疗 卫 生 和 养 老 机 构 合 作 ，优 势 互 补 ，形 成 合

力。鼓励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到医养结合机构执业，

促进人才有序流动，加强对医养结合机构医生、护理

员 等 人 员 队 伍 的 培 养 培 训 ，提 升 他 们 的 专 业 能 力 。

这样，医养结合才能更好在农村落地生根，惠及更多

农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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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医养结合，
难点在“合”，关键也
在“ 合 ”。 要 因 地 制
宜，优势互补，形成合
力，推进医养结合更
好在农村落地生根，
让更多的农村老人享
受温暖的健康养老服
务，安享幸福晚年

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畔的康山垦

殖场，鱼塘内鱼儿欢腾跳跃，看着渔网内一条

条硕大的鱼儿，彭家村农民陈占开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感谢银行为我解决了资金难

题，今年我承包了 180亩鱼塘，收入不错。”

今年年初，陈占开决定养鱼，但资金成

了“拦路虎”。一筹莫展之时，九江银行上

饶分行负责普惠业务的徐胜生主动上门，

向陈占开介绍“渔农贷”。“当时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没想到一天内 30 万元的贷款就发

放到位。”有了银行的支持，陈占开对未来

发 展 更 有 底 气 ，“ 明 年 我 还 要 继 续 申 请 贷

款，扩大养殖规模。”

九江银行上饶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齐

永 文 介 绍 ，今 年 以 来 ，该 行 推 出 了“ 渔 农

贷 ”“ 稻 香 贷 ”“ 茶 香 贷 ”等 10 个“ 一 县 一

品”贷款产品。为把普惠金融的触角更好

延 伸 至 乡 村 ，该 行 加 大 金 融 下 沉 力 度 ，46
名党员干部带队深入田间地头、龙头企业

车 间 ，上 门 办 理 业 务 ，今 年 前 三 季 度 共 发

放“ 一 县 一 品 ”贷 款 648 户 10773 万 元 ，带

动 950 余人增收。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在金融

活 水 的 浇 灌 下 ，婺 源 县 的 茶 叶 、鄱 阳 县 的

水稻、广丰区的“马家柚”等特色产业规模

越做越大，竞争力越来越强。中国人民银

行 江 西 上 饶 市 中 心 支 行 货 币 信 贷 科 副 科

长 熊 跃 华 介 绍 ，截 至 目 前 ，上 饶 市 涉 农 贷

款余额达 1760 亿元，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

力金融支持。

江西省上饶市

金融活水浇灌乡村产业
秦云龙

每天吃过早饭，江苏东海县黄川镇临洪村党总

支书记王强都要骑着电瓶车，围着村头的田地转上

一圈。王强是东海县的一名村级田长，到田间地头

巡查，是他的工作日常。

东海县耕地面积 185 万亩，是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其兵说，粮食安全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而耕地是粮食安全的根

基，必须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如何让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落到实处，怎样

防止“非农化、非粮化”现象？平明镇自然资源和

规划所所长孙砚坦言，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辖

区面积 150 平方公里，所里共 5 个人，全部巡查一

遍，需要 1 至 2 周时间。

今年 8 月，东海县推出自然资源网格化管理田

长制，在全县 346 个行政村、25 个社区铺开。东海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朱燕昌介绍，全县共设四

级田长 2832 名，明确了工作职责、运行机制、保障

措施，形成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覆盖、责任

到人”的区域化管理体系。

“ 田 长 制 犹 如 给 耕 地 套 上 了‘ 金 钟 罩 ’，让 全

县 每 块 耕 地 都 有 守 护 者 。”东 海 县 委 书 记 宋 波 介

绍，县里将田长制实施情况纳入全县综合目标考

核 体 系 ，专 门 出 台 考 核 标 准 ，对 履 职 尽 责 表 现 突

出的各级田长给予奖励，对失职渎职的坚决约谈

问责。

只 用 了 4 天 时 间 ，石 榴 街 道 讲 习 村 9 组 一 块

4.47 亩的耕地就从石子堆场复垦种上了小麦。村

党总支书记张茂刚介绍，原来这片耕地是村民流转

给养殖户的，2019 年养殖场拆除，留下块水泥地。

之后，这块地慢慢变成了石子堆场。9 月 20 日，作

为村级田长的张茂刚巡查发现这个堆场，及时将情

况上报给街道、自然资源和规划局。9 月 24 日，堆

场水泥地就恢复为耕地。

“守住耕地红线，需要‘长牙齿’的制度约束。”

朱燕昌介绍，村级田长每周至少要巡查一次，发现

耕地被非法占用，要立即制止，第一时间报给村委

会。村委会要迅速上报给乡镇、街道及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及时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到场，并尽快

恢复耕地原样。

田长制的实施，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目前，

东海县各级田长及时发现制止各类违法占地、非

法取土等行为 13 起，整改拆除各类违法用地 83 宗

141.02 亩。”宋波介绍，下一步，东海县将不断完善

田长制，构建起“耕地有保障、资源不受损、生态更

美好、发展有奔头”的耕地保护新格局。

江苏省东海县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守住粮食生产的根基
本报记者 王伟健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淳安

县金丝皇菊进入采摘期，花农

们 尽 享 丰 收 的 喜 悦 。 图 为 大

墅镇桃林村种植基地里，花农

正在运送采摘的金丝皇菊。

杨 波摄（人民视觉）

金丝皇菊

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