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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家美到村村美，村容
村貌更好了

四方庭院利落整洁，花坛菜圃葱葱郁郁，农具

杂物摆放有序。河北省邱县后段寨村村民赵兰霞

家的小院，温馨恬静。“拾掇得干净，咱住得舒心。”

赵兰霞说。

作为美丽庭院示范户，赵兰霞在小院里花了不

少心思，“里里外外每天清扫一遍，犄角旮旯、门窗

灶台都不漏掉。小院里还垒了花池，养花种菜，好

看又实用。”

打造美丽庭院，学问不少。不久前，邱县妇联

邀请家政专家来村里开课，赵兰霞赶紧报名。“没想

到，收纳的门道这么多。”说起学习心得，她打开话

匣子，“物件得按功能分类，随拿随放；收纳盒尽量

用透明的，东西找起来方便。一番收拾下来，家里

不仅整齐了，还变宽敞了。”

一座座美丽庭院，连成一道亮丽风景线。近年

来，邱县通过示范引领、专家授课、群众评比、微信

晒图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动起来，让家家美起来。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创建美丽庭院 2236 户、精品庭

院 1027 户。

美丽庭院事关群众幸福生活。10 年来，各地

乡村美丽庭院创建不断推进，院里院外更美丽，生

活方式更卫生。“可以说，环境整治改变了农民的卫

生观念，改出了农村生活新貌，树立了农村文明新

风。”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洪天云说。

家家美更要村村美。10 年来，全国 95%以上的

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村庄环境基本实现干净整洁

有序。

臭水沟变成小公园，见证了山东省诸城市西

王门社区西王门村的变化。“过去一到夏天，这里

味道难闻、蚊虫乱飞，大家都绕道走。”村民王秀云

说，“改建成小公园后，大家伙都爱聚到这儿乘凉

聊天。”

王秀云细数村里的变化：“村道硬化了，天天有

人扫。家里改厕改水，污水不再乱排乱流。装了路

灯、建了广场，环境越来越好。”

“哪里脏乱差，我们就清扫哪里。”西王门社区

党委书记鞠新卫介绍，“划分卫生区，设立网格长和

保洁员，垃圾有人管；污水管网接上了城镇管网，污

水有地排；补上交通道路、电力通信、文体设施等短

板，群众生活更方便。”

整治环境，更要发动群众主动参与。“每天上街

走走，扫扫树叶，捡捡垃圾，既能锻炼身体，又净化

了环境。”村里的志愿者刘红说。

“ 为 了 让 更 多 村 民 参 与 村 容 维 护 ，我 们 在 村

微 信 群 里 及 时 提 醒 ，在 村 民 接 送 孩 子 的 时 候 宣

传 动 员 ，网 格 长 、志 愿 者 定 期 巡 看 ，及 时 上 报 清

理 。 如 今 ，村 民 的 环 境 卫 生 意 识 变 强 了 。”鞠 新

卫说。

10 年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工作全

面推开。乡村面貌明显改善，各地区立足实际打造

了 5 万多个美丽宜居典型示范村庄；2018 年以来，

累计改造农村户厕 4000 多万户。农村基础设施提

档升级，有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4%。

守护绿水青山，乡村环境
更靓了

三峡库区，青山连绵，湖北省秭归县九畹溪镇

周坪村挂在半山腰。“一道道沟、一条条河连着三

峡，处理好生活垃圾，是村里的大事。”村党支部书

记王继宇说。

过去，因山路狭窄，地势崎岖，垃圾存放难、转

运难困扰着小山村。2020 年开始，村里开展垃圾分

类工作，完善设施，加强指导，建立长效机制，让垃

圾运得出、有去处。

垃圾咋分类？村民王勇铭说：“剩饭菜、干叶子

存放在堆肥桶里，发酵成农家肥。报纸、瓶子等放

在蛇皮袋子里，送到村垃圾分类回收点。剩下的倒

进街上的垃圾桶，由垃圾车定期拉走。”

垃 圾 分 类 回 收 点 负 责 人 冯 长 海 负 责 二 次 分

类。“废纸、玻璃、塑料等分拣、打包、入库，回收再利

用。其它垃圾集中清运到乡镇中转站。如今，村里

的垃圾明显变少了。”冯长海说。

秭归县因地制宜建立“村收集、镇转运、县处

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各村配齐垃圾桶、

易腐垃圾沤肥桶（坑）、建立可回收站和有害垃圾暂

存点等，建设 11 座乡镇垃圾中转站，投资 3000 万元

建设县级垃圾分类综合利用可回收中心。在资金

保障上，县财政按每年每村 1 万元、每人 5 元的标

准，安排农村垃圾治理奖补。

近年来，全国以垃圾、污水处理为重点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不断推进。各地因地制宜完善农村

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置设施和模式，分区分类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2018 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农

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自然村比例稳定保持

在 90%以上。

一个个美丽乡村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10
年来，各地加大环境保护治理力度，全力治水、护

绿、造林，乡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枫溪港蜿蜒入湘江，波光粼粼，草木葳蕤。伴

着晨光，打开手机软件，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白关

社区党总支书记、村级河长喻春明开始巡河，“看到

垃圾杂草，及时打捞。仔细检查排水口、河滩地，一

旦发现乱排乱堆，及时拍照上报。”

不久前，喻春明发现一股污水流向枫溪港，他

赶紧溯流而上，探明来源。“我一边上报河长办，一

边与加工厂沟通，及时制止排污。”喻春明说，水利、

环保等部门很快出具整改意见，要求企业增加污水

处理设备。

治水从河里延伸到岸上。“为了守好家门口的

河，村里基本完成了改水改厕，生活污水进入缓冲

湿地过滤净化后排放；保洁制度完善了，河里的垃

圾基本不见了；山上植树造林，水土流失减轻了。”

喻春明说着变化，“枫溪港成了风景线，更是亲水

线，村民们常常来河边散步。”

“区乡村三级河长全覆盖，把护水治水同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系统发力，守护好绿水青

山。”芦淞区水利局局长黄永立说。目前芦淞区设

立 区 级 河 长 16 名 、乡 级 河 长 24 名 、村 级 河 长 64
名，主要河流水质持续向好，湘江芦淞段水质达到

Ⅱ类标准。

10 年来，一个个小村庄换新颜。目前我国森

林覆盖率超过 23%，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8%。

2021 年水利部门治理农村河道 3800 多公里、湖塘

1300 多个，受益村庄 3300 多个，农村河湖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

好风景带来好前景，美丽
经济更火了

青翠枝叶间，油桃橙黄鲜亮。“个头大，品相好，

再过一段时间就能摘果了。”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

茱萸山街道龙门村村民冯子红喜笑颜开。

“采摘季遇上黄金周，果子不愁卖。”冯子红发

展起观光采摘，“我们跟农科院合作，选种新品种，

全程绿色种植，游客现场采摘，放心购买。”

建设采摘园，冯子红有底气。“这些年，村里改

善环境，建起民宿，客流不用愁。我的果园年产值

达七八十万元。”冯子红信心满满。龙门村实施道

路硬化、村庄绿化、房屋美化，美丽村庄与周边督公

湖、大洞山等景区融为一体。

走农旅融合路子的，还有茱萸山街道许阳村。

青石小道、流水潺潺，交织出一派别致的田园风

光。“村里实现污水处理全覆盖，建立起保洁队伍，

通上天然气，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党支部书记鹿

丙道介绍。好环境有了好发展，村里打造观赏鱼观

光园，建设村史馆、红色记忆馆，旅游景点多了，不

少村民吃上“旅游饭”。

串点成链，释放集群效益。贾汪区坚持宜耕则耕、

宜游则游，大力发展特色粮食、设施蔬果、生态畜牧、休

闲农业主导产业，实现产销一条龙、农旅一体化。

美丽乡村激活美丽经济。10 年来，乡村新产业

新业态蓬勃发展。农业农村部累计创建 140 个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250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1300 多

个农业产业强镇、3600多个“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全

国休闲农庄、观光农园、农家乐等达到 30 多万家，年

营业收入超过 7000亿元，乡村休闲旅游业稳步发展。

乡土乡情是乡村宝贵的财富。不论是改善人

居环境，还是发展乡村旅游，都应突出乡土特色，保

持独特风貌，擦亮“乡愁”招牌。

古树参天，古屋林立，深山里的河北省邯郸市永

年区王边村古风淳厚。“村里有 68处明清时期的古院

落民居、酿酒手工作坊等。我们一方面完善水电路网

等设施，改善村貌；另一方面对古建筑进行保护性修

复，修旧如旧。”村原党支部书记王计恩说。

古村为画家带来了灵感，画家纷纷在村里开设

工作室；秀美风光、天然氧吧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

……“村民通过开办农家乐和民宿等参与其中，过去

的‘空心村’变成了‘旅游村’。”王计恩说。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接下来，农业农村

部将继续协同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

态保护等重点工作，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面

提升，不断推动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

10年来，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95%以上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

村庄换新颜 宜居又宜业
本报记者 王 浩

核心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
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
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
是农民群众的深切期盼。10年
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
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提升。

又是稻谷飘香

时。江西省永丰县

藤田镇老圩村，种

粮大户吴先东忙着

用植保无人机给稻

田喷洒营养剂，“无

人机一台 4.8 万元，

政策补贴了 3/4，好

农机为丰收护航”；

贵州省息烽县九庄

镇纸房村，村民杨

文峰种植了 20多亩

水稻，领到两次种

植 补 贴 共 1300 多

元，“拿着补贴来种

地，种粮更有奔头，

明年准备再扩大面

积 ”…… 一 项 项 惠

民好政策给种粮农

民吃下“定心丸”，

稳住他们多种粮、

种好粮的积极性。

今年我国粮食

生产好消息不断，

继夏粮实现高位再

增产之后，早稻也

迎来丰收。近日，

又有一则好消息振奋人心：中央财政

下达资金 100 亿元，再次向实际种粮

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统筹支持秋收

秋 种 ，缓 解 农 资 价 格 上 涨 带 来 的 影

响。这已是今年中央财政第三次下

达补贴资金，既支持种粮的小农户发

展生产，又为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

规模经营提供支撑。政策释放出国

家重农抓粮积极信号，对于稳定农民

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具有重要

意义。

农民是种粮的主体，是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充分保护和

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国家的“米

袋子”才会更有保障。近年来，我国

不断加大对农民“多予”的力度，稳步

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完善

稻谷补贴、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等政

策，推动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

植收入保险实现主产省产粮大县全

覆盖，通过价格支持稳预期、收入补

贴保成本、保险扩面降风险、经营服

务增收益，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得

到亿万农民的衷心拥护。但也要看

到，当前种粮比较效益依然不高，受

不断走高的生产成本影响，农业生产

经营收入在农民整体收入中的占比

在下降，必须进一步强化农民种粮收

益保障机制，稳定种粮农民的生产预

期，不让他们在经济上吃亏。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让种粮农

民底气更足，关键是让农民种粮有钱

挣、得实惠。一方面，通过增加政策

供给提效率。继续加大支农投入，提

升惠农政策效能，针对不同规模的种

粮主体分类施策，多渠道富裕农民、

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更多肩挑“金

扁担”的新农民，用新理念、新技术、

新 模 式 种 粮 ，增 产 又 增 收 。 另 一 方

面，通过创新经营方式增收益。培育

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

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健全专业

化社会化服务体系，把一家一户办不

了、办起来不划算的事交给社会化服

务组织来办，帮助小农户降低生产成

本，带动节本增效。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以更有力

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让丰收

的农民获得真金白银的回报，真正为

种粮农民解难题、增底气、强信心，我

们的“米袋子”就会装得更满，丰收的

成色也会更足。

让
种
粮
农
民
底
气
更
足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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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丰收的农
民获得真金白银
的回报，真正为
种 粮 农 民 解 难
题、增底气、强信
心，我们的“米袋
子”就会装得更
满，丰收的成色
也会更足

在贵州省榕江县古州镇高文村层层叠叠的梯田

里，圆润的百香果缀满藤蔓，微风吹过，飘来阵阵清

香 。 看 着 眼 前 的 美 景 ，村 民 们 感 慨 ，“‘ 小 香 ’变‘ 百

香’，这个产业选对了！”

高文村地处大山深处，是一个苗族村寨。村民每

家每户地不多，田也不肥，过去种不出啥卖得上价的

东西，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

2016 年，村里的致富能人黎应松种植的小香葱

获得丰收，还卖出了好价钱，让村民们一下子看到了

致富的希望。在他的带动下，村里 58 户农户种上了

小香葱。

种得好，还得卖得出。“只有抱团发展，才能提升

市场竞争力。”黎应松召集党员、村民们一起商议，决

定成立高文村惠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当年合作

社成立了合作社党支部，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将小香葱产业做大做强。

到 2017 年，高文村已发展小香葱种植 260 亩，种植

户人均收入达 3600 元。高文小香葱火了！为了让小

香葱卖得更火，老黎的儿子黎昌林回村后，时常奔走

于县城各集贸市场、商铺、餐饮店，找销路，跑市场。

正当小香葱产业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场考验

悄然降临。2020 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合作社

种植的 400 亩小香葱滞销。

“ 小 香 葱 保 鲜 周 期 短 ，冷 链 成 本 高 ，要 不 要 换

条 路 试 试 ？”黎 昌 林 提 出 合 作 社 产 业 转 型 的 设 想 。

到 底 是 坚 持 还 是 转 型 ，一 番 争 论 下 来 ，合 作 社 的 社

员 们 认 可 了 转 型 。 但 如 何 转 ，大 家 一 时 感 到 有 些

茫 然 。

“种百香果！高文的气候、土壤条件，非常适合

百香果生长。”结合榕江县确立的“果蔬药菌猪鸡”六

大产业规划，高文村找到了转产方向。没有技术怎

么办？2020 年 4 月，在榕江县农业部门组织下，黎昌

林带领合作社几名社员代表，赴广西桂林学习百香

果生产技术和营销模式。学成回来，百香果种植在

村里启动。 2020 年当年，合作社的百香果产量达到

25 万公斤，收益近 400 万元，383 户农户 1853 人参与

分红。

如今在高文村，种果有“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组织方式，卖果有“线上+线下”的销售方式。“产业

选对头，日子有奔头。”丰收又增收的村民们脸上挂满

了笑容。

贵州省榕江县古州镇高文村发展致富产业

产业选对头 日子有奔头
李田清 杨光能 姚 宁

“这个‘一点通’真是太方便了！

不 用 出 门 ，打 开 手 机 就 能 查 询 办 事

流 程 ，一 目 了 然 。”说 这 话 的 是 安 徽

省 天 长 市 杨 村 镇 金 埠 村 村 民 朱 国

春 。 前 些 日 子 ，他 为 了 给 身 有 残 疾

的伯父申请五保户，在小微权力“监

督 一 点 通 ”服 务 平 台 上 留 言 。“ 我 当

时 就 是 抱 着 试 试 看 的 心 态 ，没 想 到

当 天 下 午 就 收 到 回 复 ，让 我 们 提 交

材料办理。”朱国春说。

“ 群 众 有 诉 求 ，我 们 第 一 时 间 回

应 。”天 长 市 监 委 委 员 、党 风 政 风 监

督 室 主 任 周 全 军 说 ，“ 有 了 这 个 平

台 ，村 民 的 急 事 难 事 在 家 里 就 可 以

直 接 反 映 ，还 能 对 村 干 部 履 职 情 况

进行监督。”

据介绍，自去年 9 月上线试运行

以来，天长市“监督一点通”服务平台

收到留言 378 件，已办结处置 353 件，

办结率 93.4%。下一步将持续抓好监

督服务平台的推广和运用，为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提供便捷渠道。

安徽省天长市

解难事有了“一点通”
纪福海 宣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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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

治州开远市水稻喜迎丰收。图为田

房村村民在收割稻子。

刘家有摄（人民视觉）

稻田喜丰收

■“三农”这十年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