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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十四五””以来全国新增完成以来全国新增完成 66..77 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

现代版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渐次呈现渐次呈现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广袤田野，巍峨青山；星空
穹顶，阵阵蝉鸣……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乡村的最大优势和宝
贵财富。尤其这几年，在加快
建设美丽乡村的背景下，现代
版“富春山居图”在广袤乡村渐
次呈现，不仅改善了村民的居
住环境，而且吸引了更多人走
进乡村、拥抱乡村。

“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
重要组成部分。”近日，生态环
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司长赵世
新在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透露，截至目前，“十四五”
全国新增完成6.7万个行政村
环境整治。生态环境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出台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绘就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中
国新画卷。

从“臭水沟”到“清水秀岸”

美不美，家乡水。此前，房
前屋后河塘沟渠和令群众十分
反感的农村黑臭水体，一直严
重影响着农村的水环境。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农村
水环境的期待也越来越高。

2022年，财政部会同生态
环境部启动开展农村黑臭水体
治理试点，先后选择 39 个城
市，治理黑臭水体2000余个。

“我们紧紧围绕‘要给农
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
境’，求实效、重协同、促振兴。
有力有序有效推广浙江‘千万
工程’经验，推进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治理农村污水，人工修
复与自然恢复结合治理农村
黑臭水体，系统防治农业面源
污染。建立农村环境整治问
题常态化发现机制，以‘四不
两直’方式开展现场调研评
估，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
观。”赵世新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一些地区在治理模式和管护机
制方面持续创新，已形成一些
好经验和好做法。

比如河南省周口市打造
“渔光互补”模式，淮阳区冯塘
村引入社会投资150万元治理
坑塘，并在治理好的坑塘上建
设光伏发电板，年发电量 150
余万千瓦时，年收益约 55 万
元；发动村民利用坑塘养殖鱼
虾，形成“上可发电、下可养鱼”
的产业新模式，“纳污坑”变为

“生态塘”“经济塘”。山东省济
宁市兼顾村庄防洪除涝及农田
灌溉，该市泗水县青龙庄村治
理黑臭坑塘约4300平方米，汛
期可蓄积1.2万余立方米雨水，

为周边农田提供9000余立方
米灌溉水源。

从源头治理到系统治理，
再到综合治理，一个个昔日的

“臭水沟”逐渐变成群众身边的
“清水秀岸”。

小河清清大河净，水碧山
青如画屏。相关数据显示，截
至2024年6月底，全国已完成
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3400余个，达到“十四五”规划
目标任务的80%以上。

赵世新表示，目前确定了
“三基本”的治理成效评判标
准，即基本看不到污水横流、基
本闻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村
民怨言，治理成效要为多数村
民群众认可。

“我国南北、东西自然禀赋
差异大，农村居民生产生活习
惯不尽相同，农村生活污水量
大面广，治理成效巩固难，需

要科学施治、持续发力。”赵世
新说。

从“靠风刮”到“定点拉”

“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

刮；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

这是中国城市报记者在各地乡
村采访时，常能听到的村民在

回忆起过去生活环境时，脱口

而出的顺口溜。

短短一句话，却字字沉重，

透露出过去农村在基础设施建

设、环境卫生管理等方面存在

的诸多问题。

2021年《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和处理技术标准》发布、实

施，这是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领

域的第一个国家标准，规范了

收集、转运、处置等环节的运行

管理。

2022年，住房城乡建设部

会同有关部门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
体系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

“十四五”时期目标和任务，将
量化目标分解到各县（市、区），
并会同国家开发银行，出台开
发性金融支持县域垃圾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的文件，利用“千县
万亿”政策性优惠贷款，帮助地
方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
设施。

就近几年情况看，农村生
活垃圾收运处置服务市场化已
成为趋势，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
得到推广，企业逐步成为设施
建设者、服务运营方。

农村厕所革命是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过程中的一场硬仗，
事关广大农民福祉，体现现代
文明水平。

“农村卫生厕所不断推广
普及，有效改善了农村人居环
境，促进了农民文明生活观念
的提升。”农业农村部及国家乡
村振兴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在答
媒体问时表示，要坚持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通过实地调研、
技术论证、模式比较、试点示范
等，选择适宜改厕技术模式，宜
水则水、宜旱则旱；建立专家服
务团队，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
改厕技术服务；加快研发干旱
寒冷地区适用技术模式，新的
技术模式至少经过一个周期试
点试验，成熟后再逐步推开。

数据显示，目前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到75%左右，生
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自然
村比例超过90%，农村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农业绿色发展水
平显著提升。

现在，在不少乡村，村民们
再说起家门口的环境，又有了

新的顺口溜：“污水有了家，垃
圾定点拉；室内现代化，室外开
鲜花。”

从“颜值”到“内涵”

美丽乡村，仅仅有“颜值”
就够了吗？怎样助力乡村从物
质富裕到精神富裕，满足乡村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
需要？

以滩涂为画、用芦苇作妆，
坐拥3.6公里江岸线的江苏省
张家港市金港镇永兴村，被当
地人称为“最美江村”。

中国城市报记者此前在永
兴村采访时看到，村民家前屋
后干净整洁，江边畜禽养殖全
面清退，处处绿树成荫，古建、
园林与荷塘相映成趣。

谁能想到，如今的“最美江
村”曾经“临江不见江、近水不
亲水”。后来，通过清退沿江低
效码头企业、拆除违章建筑、清
理畜禽养殖户、推动江滩湿地
修复等一系列措施，永兴村才
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打造‘最美江村’，不是挖

一个池塘、种几棵树就能大功

告成。最重要的是，得有文化

植入。”永兴村党总支书记黄学

贤说。

永兴村的目的是要让群众

看得见江水、记得住乡愁、听得

见“红色故事”。

为了看得见江水，路要先

修到江边，这个不难，但记住乡

愁这件事儿，可让村干部们犯

了难。

在一次栽树时，一个想法

在黄学贤脑中萌生——房屋虽

拆了，但树还在，可以把树移栽

过去。不仅要搬树，还要把房

子搬过来。“我们在江边设置了

300米的文化老街，把老房子
搬过来，拆旧如旧，易地保护。”
黄学贤说。

此外，永兴村还深挖红色
历史，规划建设百米红色文化
长廊，积极投身“长江大保护”
初心学堂建设，不断赋予永兴
村乡村振兴新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
兴促进法》明确，“统筹推进农
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
党的建设，充分发挥乡村在保
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保
护生态环境、传承发展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特有
功能”“有计划地建设特色鲜
明、优势突出的农业文化展示
区、文化产业特色村落，发展乡
村特色文化体育产业，推动乡
村地区传统工艺振兴，积极推
动智慧广电乡村建设，活跃繁
荣农村文化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文化和旅
游部今年开展了“大地欢歌”全
国乡村文化建设年工作，重点
内容包括丰富开展乡村文化
活动、传承弘扬乡村优秀传统
文化、繁荣乡村文化产业和旅
游业、提升乡村文化设施服务
能力。

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聂平平发文表示，重塑乡土文
化，建设乡村精神家园，对筑
牢乡村振兴之根，确保乡村社
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专家表示，美丽乡村建设
不仅要突出物质空间的布局与
设计，更要注入生态文化、传承
历史文化、挖掘民俗文化，注
重文化融合、彰显文化元素，
丰富和提升美丽乡村的内涵
和品质。

江苏南通：
搭建农旅融合“开沙”平台

开沙岛位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

区，岛上风景秀美，自然资源丰富。

近年来，当地不断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优化产业结构，充分利用独特的

生态旅游资源，力促农旅融合，以旅

游产业兴旺带动特色田园建设，走出

一条乡村全面振兴新路径。图为开

沙岛夏日风光鸟瞰。

史家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