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农村新农村 1818 2024年 1月 26日 星期五

村容村貌持续改善，农
民生活品质稳步提升

干净 平 整 的 村 道 ，宽 敞 整 洁 的 休 闲 广

场 …… 说 起村里的变化，广西壮族自治区南

宁市邕宁区新江镇那灶坡村村民刘运雄连连

点赞：“村里的环境好了，生活更加舒心了。”

晚上 8 点，村里休闲广场的灯光亮起来，

音乐响起来。“这里是乡亲们锻炼身体、孩子

们游戏的好地方，快过年了，广场舞队正排练

‘村晚’节目呢！”刘运雄说。

过去的那灶坡是另一番光景。错车会车

不方便，路旁半米高的杂草遮挡视线。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后，道路拓宽了，路旁加装了围

栏，重新做了绿化，村庄环境大变样。

老问题解决，新问题又来了。这几年村

里人的小汽车越来越多，但由于没有停车场，

车辆随意停放。为解决这一问题，村干部听

取乡亲们的建议，改造废弃的旧房、空地，修

建了两个停车场。

村 容 村 貌 变 好 了 ，村 民 们 对 生 活 环 境

有了更高追求。过去，很多乡亲圈养、散养

禽畜，家禽家畜粪便随地排，严重影响环境

卫生。

居住和养殖如何分离？那灶坡在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中找到了解决办法——将各家禽

畜笼舍统一迁至村庄外围，划定专门的养殖

区域。人畜分离以后，村里的环境得到了极

大改善，集中养殖也让村民方便管理，扩大了

养殖规模。

“乡村建设有序推进，农村面貌持续改

善，村庄清洁行动成为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的重要抓手。”农业农村部乡村建设促进司

相关负责人说，截至目前，全国 95%以上的村

庄开展了清洁行动，14 万个村庄得到绿化美

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庄环境基本实现干

净整洁有序，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稳步提升。

河南省上蔡县因地制宜，对全县 460 个行

政村、1568 个自然村开展集中整治，截至目

前，完成“四美乡村”创建 151 个，新建“四美庭

院”4.86 万户，乡亲们的幸福感不断提升。

“这几年老家变化太大了，村里的花园、

果园、菜园、游园多了不少。”上蔡县邵店镇

高李村返乡大学生高林森创作了一幅墙画

《未 来 的 高 李 村》，他 感 慨 道 ：“ 希 望 的 田 野

上，畅享乡村生活，乡亲们的日子一定能越

过越美。”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重点任务，是农民群众的深切期盼。”

农业农村部乡村建设促进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要加大村庄公共空间整治力度，

卫生清洁与绿化美化结合，持续开展村庄清

洁行动。因地制宜提高标准，突出清理村路

两旁、河道沟渠、背街暗巷等重点区域。引

导农民群众通过栽植果蔬、花木等绿化、美

化庭院。

办好关键小事，提高人
居环境舒适度

“经过整治，咱村的污水处理池不外溢

了，沟渠内也没污水了，住着舒坦多了。”山东

省梁山县大路口乡双庙村村民李萍说。

去年 9 月，不少乡亲反映双庙村东南角一

条沟渠内污水较多，散发异味。为找到问题

源头，县里相关部门沿着沟渠一路查看。原

来，由于天气炎热，村民用水量加大，再加上

刚下了几场雨，村里的污水处理池部分未处

理污水出现了外溢。

摸清情况后，双庙村村干部调度抽水车

辆，排掉沟渠内的黑臭水体，县水务局等部门

对污水处理池日处理能力进行调整，处理池

很快就正常运转，沟渠内的污水也没了踪迹。

小厕所大民生。近年来，山东省嘉祥县

推进农村改厕质量规范升级，解决不好用、不

管用等突出问题。

“旱厕改成了水冲式厕所，方便又卫生。”

马村镇后马西村村民孙明月说。

为巩固提升改厕成果，嘉祥县投入 300 余

万元，通过安装“壁挂式水箱+保温水管+坐

便器”等方式，对部分农村厕所冲水设施进行

提升改造，解决部分冲水设施保温性能差、冬

季不能用等问题。同时，嘉祥县在农村公厕

加装了伴热设施，对供水管道进行了保温处

理，保障全县 299 座公厕冲水设施冬季不结

冰、24 小时正常运行。

改厕、污水垃圾治理等关键小事与农民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经过不懈努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全国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73%，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

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稳定在 90%以上，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 40%以上。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研究员杨东霞

说，下一步要对标“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

件”的要求，从农民最迫切的现实需要入手，

循序渐进推进农村改厕，协同推进农村生活

污水垃圾治理，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创建示范，

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舒适度。

健全管护机制，促进人
居环境常态化治理

一大早，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丹江村脱

贫户邓志萍就来到负责区域清扫。作为村里

的保洁员，邓志萍从事这个公益性岗位工作 6
年多了，“眼瞅着村庄变美了，我还能在家门

口就业，挺好的。”

丹江村设置公益性岗位是安源区完善人

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的一个举措。安源区从

全区脱贫监测户中择优选择保洁员，集中培

训后负责村内垃圾铲除、清运等工作，促进就

业增收，美化乡村环境，一举多得。全区共开

发 了 280 个 村 级 公 益 性 岗 位 ，人 均 年 增 收

5000 元左右，安源乡村逐步实现由“一片美”

向“整体美”提升。

为了让乡村人居环境“一直美”，安源区

实行“一周一调度，一月一排查，一季一评比”

的长效管理机制，各村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推

动村民积极践行垃圾分类，自觉做好人居环

境“门前三包”。

“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提 升 重 在 农 民 参

与。”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

员申锋说，要鼓励各村将参与爱国卫生运动、

维护村庄环境等纳入村规民约，对破坏人居

环境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和约束管理，引导农

民 自 我 管 理 、自 我 教 育 、自 我 服 务 、自 我 监

督。深入开展美丽庭院评选、环境卫生红黑

榜、积分兑换等活动，提高村民维护村庄环境

卫生的主人翁意识。

浙江省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的共享菜

园里，萝卜、菠菜等蔬菜长势喜人，认领了菜

园的吴芳正在给大蒜苗追肥。

吴芳说，共享菜园原来是片荒地，杂草丛

生。去年 5 月，村里对该区域进行杂草清理、

杂物清运、土地平整，将其分割成一块块菜

地，免费分给乡亲们种菜。

共享菜园谁来种？村民们协商讨论，将

菜 园 免 费 认 领 条 件 与 遵 守 村 规 民 约 、美 丽

庭 院 建 设 、人 居 环 境 提 升 、垃 圾 分 类 等 挂

钩 ，免 费 认 领 的 村 民 需 在 以 上 方 面 表 现 良

好 ，并 承 诺 负 责 共 享 菜 园 的 环 境 卫 生 。“ 通

过 创 新 举 措 ，引 导 农 民 主 动 参 与 到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提 升 中 ，实 现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由

‘短期清脏’向‘长期清洁’转变。”天子湖镇

镇长陈易新说。

农 业 农 村 部 乡 村 建 设 促 进 司 相 关 负 责

人说，健全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是

常态化长效保持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的

关键。今年将进一步指导各地落实管护清

单公示制度，与乡村治理相结合，用好积分

制、数字化等务实管用办法，积极推动农村

厕 所 、生 活 污 水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设 备 与 村 庄

保洁等一体化运行管护，做到建好管好，好

事办好。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乡村建设从“一片美”向“整体美”提升
本报记者 常 钦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事关
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美丽
中国建设。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强调，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建
设，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行动。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把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点任务，村庄环境基本实
现干净整洁有序，农民群众环
境卫生观念发生可喜变化，生
活质量普遍提高，为乡村全面
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核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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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不断完善提升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载体，
让村史“活起来”，将更多
乡村记忆转化为形态多样
的乡土文化资源，为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的
文化力量

前不久，笔者收到山东省

商河县孙集镇南刘庵村村民王

瑞珍发来的几张照片，是他在

编写村史志过程中发现的。照

片里面有过去村民开展粮种调

剂互换的场景，有当地孝廉文

化的史料。王瑞珍说：“俺们村

历史悠久，这些资料和老物件

是村庄文化的见证，得一代代

传承下去。”

村史刻录着村庄的基因，凝

结着村民们的记忆。在南刘庵

村，尽管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外务

工或定居，但每年春节，他们都

要返回老家，吃一口传统糕点、

看一场鼓子秧歌表演，重温儿时

的记忆。村史里照见乡愁，也照

进未来。从过去的泥泞土路到

今天的村组水泥路，从肩挑背扛

到现代农业的蓬勃发展，一本村

史，就是村庄发展的奋斗史和乡

村阔步振兴的历程。

近年来，不少地方在编纂

村史村志的过程中，深入挖掘

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人文

精神、道德规范，不断激发乡亲

们的自豪感，汇聚起乡村全面

振兴的强大力量。前不久召开

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大

力 加 强 农 村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

村史是凝聚人心、促进乡村善

治的精神纽带，在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具有

独特的价值，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除了留住村庄的特色风貌，也

要注重构筑乡亲们的精神家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蔡楼

村，村民们利用老石缸石磨打造村头小景观，展示粉皮制作

文化，村庄新貌唤起乡愁记忆。在河南省虞城县李老家乡

刘庄村，村史中的动人事迹融入乡亲们的家风家训，促进乡

风文明。

村史里的文化记忆，可以转化为乡村经济增长点。推

动村史等乡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很

大的潜力。比如，一些特色民族村寨，聘请熟悉村史的村民

为讲解员，开发古寨观光、民俗体验等项目，过去名不见经

传的村庄成了网红打卡点。不少村庄将闲置老屋盘活修建

村史馆，深入挖掘红色基因和优秀历史文化内涵，打造研学

教育基地，让乡亲们吃上了旅游饭。

当前，不少村史资料藏于县域档案场馆，一些原始典籍

年代久远，需要进一步挖掘和转化。让村史“活起来”，也有

待进一步发挥村民主体作用，不断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载体，结合村史馆、文化长廊、文化礼堂等平台，通过举办村

歌大赛、农民丰收节等活动，将更多乡村记忆转化为形态多

样的乡土文化资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的文化

力量。

珍
惜
乡
土
文
化
资
源

郁
静
娴

近年来，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利用保护

完好的古村和生态资源优势，不断完善交通

路网和旅游配套设施，加强环境整治，促进农

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图为江永县夏层铺镇上甘棠村，游客在

古桥上赏景。

刘贵雄摄（人民视觉）

乡村美景

引客来

“这次擂台赛让我看到了俺们村与其他村的差距，也更

坚定了我带领村庄发展的信心。”参加完区里组织的“头雁

擂台赛”，山东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泊于镇官庄村党支部书

记邹伟说。

为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威海经

开区实施“头雁赋能”工程，分类、分层级开展乡村振兴主题

培训，举办“头雁擂台赛”，村党组织书记登台“打擂”，比工

作、比服务、比发展。为调动干事创业积极性，威海经开区

建立了村干部报酬和村级组织运转经费“双稳增”机制，对

当年村集体经济增收好的村，给予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干部

奖励。

“培养锻造好村党组织书记队伍，是改善乡村治理、推

动强村富民的重中之重。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推动乡村组

织振兴，继续强化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抓实各类载体、

平台，推动他们在乡村全面振兴大舞台上大显身手。”威海

经开区党工委委员、党群工作部部长王文萍表示。

山东威海经开区

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辛 鑫

最 近 ，江 苏 省 邳

州 市 陈 楼 镇 大 顾 村

村 民 张 玉 强 的 养 鸡

场 新 上 了 3 套 全 自

动 喂 养 系 统 。“ 多 亏

了 村 里 的‘ 金 融 村

官 ’，让 俺 的 养 鸡 场

顺 利 实 现 了 转 型 升

级。”去年，张玉强改

造养鸡场，资金出现缺口，在他犯难之际，驻村“金融村官”

潘高峰了解情况后，及时帮张玉强办理了 69 万元贷款，解了

燃眉之急。

去年以来，邳州市实施“党建引领、金融赋能”行动，市委组

织部与 5 家金融机构合作，向全市经济薄弱村等派驻 145 名“金

融村官”，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力。

“金融村官”走村入户，上门服务，开辟涉农贷款审批“绿色

通道”。议堂镇陈楼村“金融村官”宋远峰先后走访了 100 多户

农户、8 家企业。得知旭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缺少流动资金，

他第一时间协助企业办理了 80 万元贷款。

为了让金融服务更贴近群众，邳州市试点建立一批乡村振

兴驿站，由驻村“金融村官”作为负责人，设立金融服务站，成为

村 民 家 门 口 的 便

民银行、致富的乡

土课堂。

“销售红薯时，

要形象描述它的口

感，并讲明产地等

信息。”在占城镇甘

山 村 乡 村 振 兴 驿

站，来自邳州农商

银行占城支行的徐慧正在辅导村民进行网络直播。

经过精心培训，5 名村民组建了直播团队。村民占超成为

一名带货达人，他说：“除了推销农产品，我还推介知青故居、蘑

菇峰等人文和自然资源，吸引游客前来观光。”

如何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产业？邳州市聚焦重点领域，瞄准

特色产业，加大金融扶持。邳州是“大蒜之乡”，每到收获时节，

不少蒜农常会遇到资金难题。

中国银行邳州支行联合车辐山镇党委、政府，发行了“邳州

白蒜卡”，存钱、刷信用卡都可以，有效解决了蒜农的“烦心事”。

在邳州，“金融村官”加大对板材、银杏、大蒜、肉禽养殖等

特色产业的信贷投放力度，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邳州“土特产”

拔节生长。

江苏省邳州市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金融活水滴灌乡村
徐 鹏

浙江省建德

市更楼街道石岭

村 山 坡 上 ，一 排

排大棚玻璃房在

阳 光 下 格 外 耀

眼 ，这 是 返 乡 创

业青年徐建搭建

的“ 砚 然 谷 鱼 菜

共生”共富工坊，里边养殖了东星斑、黑虎虾等，套种了枸杞

菜、秋葵等蔬菜。工坊把蔬菜与海鲜打包，不到一小时便能

运送到杭州城区售卖，去年产值达 400 多万元。

“这里的创业环境好，市里非常重视乡村人才引育留

用 ，我 们 返 乡 创 业 不 仅 有 税 费 减 免 、贷 款 贴 息 等 优 惠 ，还

能享受供地保障、设施配套等扶持政策。”徐建说。

更楼街道农民吴素莲是共富工坊的员工，经过培训后成

了养虾能手，光工资一年就有 5 万多元。养虾之余，吴素莲

家的蔬菜、土蜂蜜等农产品，也搭着共富工坊的运输车进了

城，一年收入比之前翻了几番。

石岭村党总支书记叶志昌介绍，“砚然谷鱼菜共生”工坊

以分红形式累计反哺村集体 12 万元，带动 34 名村民就业，还

通过采购蔬菜等方式，带动村民增收。“落实好相关政策配套

和创业服务，大

力引进人才，发

展 新 型 精 品 农

业 大 有 可 为 。”

叶志昌说。

近 年 来 ，建

德 市 以 部 省 共

建 乡 村 振 兴 示

范市创建为引领，着力走“绿色、生态、优质、高效”的山区特

色农业发展之路，建成了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省级现代农业

园区、杭州市级农业产业园区等一批“一镇一业”特色产业平

台，打造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

杨村桥镇推出“莓美与共”农旅融合精品旅游线路，以草

莓产业为主导，在产业链条上植入旅游点，打造科技展厅、露

营基地等乡村旅游新业态。镇党委书记苏晓明介绍，2023
年以来已累计接待旅游人数超 11 万人次，旅游收入 1050 多

万元，已有 4 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超过 100 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建成一批具有区域规模优势、技术优势

和品质优势的特色农业生产标准化示范基地，打响系列‘建

字号’地标产品品牌，全面提升特色农业竞争力。”建德市农

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沈小来说。

浙江省建德市搭建平台引进人才

提升特色农业竞争力
本报记者 窦瀚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