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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河北任县：

环境综合整治让村庄大变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在广西柳州市融安县安宁村，农户吴家业正在家庭农场里忙活。她
在2017年栽下的50亩“脆蜜金橘”如今已有1米多高，远远看去，橘子树
已成规模。在吴家业的脚下，黑色的管道交错于草皮之上，为果树输送着
充足的水肥。等到今年11月份挂果，这些金橘树就会成为吴家业的“摇
钱树”“致富果”。

“种金橘前3年都是投入，多亏了农业银行30万元的‘金橘贷’，这笔钱
除了给来务工的贫困户发工资，我还准备用一部分建大棚做好金橘的防雨
防冻工作，这样，今年的丰收就更有保障了！”吴家业告诉记者，近几年，融
安金橘很受市场欢迎，她果断抓住机遇，在自家5亩地的基础上，又承包了
45亩地种植金橘。

“想不到现在贷款这么方便，用手机就可以办理了。”吴家业说，不用
抵押，手续简便快捷，她在农行融安县支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很快就用
手机申请到了30万元贷款。

“融安金橘”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融安县群众脱贫增收的一大
主导产业。2018年12月，中国农业银行融安县支行依据地方特色，因地
制宜推出惠农e贷“金橘贷”整体服务方案，惠及当地金橘种植户。“‘金橘
贷’最大的特点就是免抵押担保，农户只要在手机上轻轻一点，足不出户
就可以申请到贷款。”农行融安县支行行长谭兵说。

截至2020年3月22日，该行已累计支持598户金橘种植农户，种植
面积达1.3万多亩，累计发放“金橘贷”贷款8253.9万元，有力促进了当地
金橘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小荣村，农户廖咸居的大棚蔬菜种
植基地里，辣椒已经丰收。

这几年，廖咸居基地种植的高山蔬菜供不应求，廖咸居将种植规模从
最开始的100亩扩大到了现在的380亩。“基地里平时有12个固定工人，
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请30个工人帮忙，人工成本比较高，还要加建新的大
棚。”廖咸居说，去年为建造蔬菜大棚、购买化肥、支付人工费等，他遇上了
资金周转难题，幸亏农行融水县支行的工作人员向他推荐了农行“速贷
保”，并很快为他提供了30万元的贷款支持。

有了这笔资金，廖咸居计划再发展中药材吴茱萸种植，带动周边更多
农户到基地务工解决就业增收问题。“融水是广西2020年计划摘帽的8
个贫困县之一，为此，我们将在去年的基础上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农行融
水县支行行长郑见宇说，截至2020年3月末，农行广西分行涉农贷款余
额达1123.87亿元，较年初增加98.54亿元。

广西柳州市：

“金橘贷”助农摘“致富果”
本报记者 周骁骏 通讯员 行睿娜 郭 宁

开展全县域的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是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的重中之重，

是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河

北省任县在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的

基础上，大力实施以改庭院、改厨房、

改厕所、气代煤、电代煤和提升乡风文

明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家园革命”。如

今任县各村庄的环境越变越美，实现

了大变样。

打通增收“绿色通道”

干净整洁的超市内，四层货架上摆满
了洗洁精、床单、毛巾等各种日常生活用
品，收银台旁边，一张商品分值表“明码标
价”：1块抹布2个积分、1条毛巾6个积分
……与其他普通超市不同，在青岛莱西市
日庄镇东白石山村“我爱我家”美丽庭院
积分超市内，商品不用现金购买，只用积
分兑换。这是莱西市推出的以家庭为单
位的以积分管理推动农村群众讲卫生、除
陋习、树新风的新举措。

“今天是咱村4月份第一次‘美丽庭
院’实地评分，姐妹们拿好记分簿，咱们分
组检查。”4月10日，刘松梅与“美丽庭
院”巾帼志愿服务队开展月度评分活动，

“一定要严格按照标准来，保持住的就奖
励积分，提升标准的加倍积分”。

刘松梅是东白石山村妇联主席，也是
“我爱我家”美丽庭院积分超市管理小组
组长，负责组织志愿者实地走访为各户检

查打分和对村里积分超市的日常管理。
小小积分能发挥多大作用？这项工

作开展之初，刘松梅心里并没有底。让她
没想到的是，不到一个月，不仅村容村貌
发生了变化，村民的欢声笑语也多了，村
庄更加和谐有序——村民自觉打扫门前
落叶，过去的草堆、粪堆、垃圾堆“三大堆”
不见了，邻里妯娌之间别扭争吵少了，孝
老爱亲的小故事也在村里更多地上演
……“这是上个月刚用积分兑换的洗手
盆，这个月我争取把屋后的枯树枝修剪收
拾出来，再为我们家增添些积分。”村民孙
会玉一边细数着他的“战果”，一边跟记者
介绍他的本月计划。

自“美丽庭院”工作创建之初，孙会玉
就成为村里积分超市的常客。积分传导
奖励机制的引入“点燃”了他的参与热情，
得空就收拾自己的小院，细心打理花圃、
定期清洁厨厕、清扫门前卫生……孙会玉

不断提升着自己小院的“美丽”标准，一个
季度就由美丽庭院三星户升级为四星户。

“庭院变干净了，每天看着都觉得心
情愉悦，还能用积分换生活用品，每次整
理卫生都很有干劲，时间长了连带着家里
人都跟着精神起来。”孙会玉说。

自2019年10月开始，为提高村民创
建美丽庭院工作的积极性，促进新时代文
明实践落地生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莱
西市创新工作模式，创建积分兑换激励美
丽庭院建设机制，在全市12个镇街建设
36处美丽庭院积分超市，成立专门管理
小组，根据各镇村实际情况详细制定了积
分管理办法，激励调整范围涵盖美丽庭院
创建、家教家风、移风易俗、勤劳致富、志
愿服务等各方面。由村庄美丽庭院志愿
服务队每周进行一次美丽庭院挂牌户评
分和新创建美丽庭院户的等级评定，做得
好的家庭给予加分，对卫生环境差、有不

文明行为的家庭则进行减分，村民可用家
庭积分额度到超市兑换相应物品。

“我们村积分兑换蔬菜韭菜30斤、西
红柿25斤、芹菜蘑菇各10斤……”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像这样的订单需求莱西市
河头店镇南崖村妇联主席王海蓉一天能
收到10多单。她熟练地做好记录，并组
织巾帼志愿者打包配送，既满足了村民足
不出户就能安全购菜的需求，又帮助菜农
解决了蔬菜滞销的难题。

通过小积分激发群众转变家庭生活
习惯，改善精神风貌，进而不断净化美化
人居环境，莱西市的美丽庭院创建工作正
从“推着干”向“比着干”“争着干”悄然转
变，他们鼓励挂牌户在“居室净、庭院净、
厨厕净、房前屋后净”的基础上再提升，激
励更多家庭加入创建大潮，确保美丽庭院
从“一时美”到“持久美”、从“一处美”到

“处处美”提升。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三季有花，四季常绿，街道整洁，出门
就有文化广场和小游园……这些变化，让
河北任县任城镇张家庄村村民王小保不
再羡慕城里人的生活。

“以前村里环境差，配套设施也不齐
全，总觉得城里好。”看着自家焕然一新的
小院子，王小保说：“改了厕所和厨房，村
里也越来越漂亮，城里的亲戚来了都愿意
多住几天！”

在任县农村，环境越变越美，全县
195个村庄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
了大变样。在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的
基础上，任县大力实施以改庭院、改厨房、
改厕所、气代煤、电代煤和提升乡风文明
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家园革命”，让曾经的
旧村庄处处焕发出新气象。

“开展全县域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是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的重中之重，是加快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任县县委书
记李海林说。如何整治才能让农村人居
环境美丽起来、保持下去？“我们的答案是
聚焦群众所想所需所盼，通过做好群众工
作，让群众成为主体，鼓励人人出力，做到
过程让群众参与、效果让群众检验、成效
让群众受益。”李海林说。

变颜值，旧貌换新颜

走进任县西固城乡骆家庄村，干净整
洁的街道两旁，村民的房前屋后，绿树正
吐露新芽；在村北的“百翁园”里，老人们
围坐在一起下棋、晒太阳；旧瓮和废旧轮
胎装扮成的小园子里，孩子们在嬉戏
玩耍。

然而，在2018年以前，这里却是另一
番样貌。骆家庄村民骆会强告诉记者，

“百翁园”改建之前曾经是一片撂荒地，农
作物秸秆、生活垃圾堆积，污水汇聚，“大
风一吹，尘土、垃圾乱飞，我们夏天从旁边
经过都要捂着口鼻”。

在“家园革命”中，任县在清理房前屋
后垃圾、杂草杂物的同时，利用闲置宅基
地和坑塘建设游园、菜园和果园，并按照

“一村一品”“一街一景”对街道进行亮化、
美化、硬化，开展环村林建设，改厨、改厕
打造美丽庭院，提升乡村“颜值”。

“我们坚持不大拆大建，因地制宜、就
地取材、就势造景。”骆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骆志礼说。
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村民们将400

多个废旧轮胎刷上各种颜色，连在一起变
成一条彩虹栅栏；将400多个旧瓮栽上绿
植，魔术般地摆成了一个迷宫游园；在街
道美化时，村民们主动当志愿者，挖坑、栽
树、浇水。

“农村环境整治，既要重‘面子’又要
重‘里子’，实现由外而内的变化。”任县县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国立说，任县把资
金更多地投向农村垃圾治理、污水处理、
厕所改造等方面，并发动群众统筹推进拆
违治乱、村庄绿化以及路、电、水、讯、气等
工程建设。

2019年，任县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
圾12.95万立方米，在空闲地上建果园、
菜园、花园673处，改造农村厕所2.6万多
座，清理坑塘200处，建设精品绿化村30
余个。

变观念，旧习换新风

在大屯乡小屯村村民活动广场的墙
壁上，贴满了党员干部、村民代表评选出
的“最美庭院”照片。

“街道上干净，邻居们的庭院整洁，如
果自家院里脏、乱、差，感觉面子都挂不
住。”任县大屯乡小屯村村民冯彦说，现在
她每天都把庭院、家门口打扫一遍，还定
期给院落里的花草、树木施肥、浇水，修剪
枝叶。闲暇之余，则到村民活动广场里打
扫卫生。

村庄的“大美”，离不开一家一户的
“小美”。为了让村庄环境真正美起来，任
县按照“院美、室美、厨厕美、人美、村庄
美”的“五美”标准，结合村庄特色和一家
一户实际，在全县195个村评选“美丽庭

院”。
“要实现农村人居环境从‘脏、乱、差’

到‘净、畅、美’的转变，必须引导群众把庭
院美丽、乡村美丽作为自己的事，户户参
与、人人动手、天天提升，有效解决‘干部
干、群众看’的问题。”李国立说。

但是，让村民改变多年养成的生活
习惯和习俗并非易事。为此，任县利用
大喇叭、微信群和媒体平台等开展多层
次、多形式宣传，让党员干部、志愿者
上门讲解，引导村民转变思想观念。还
通过制定村规民约，进一步明确村民在
维护村庄环境中的责任和义务，约束自
己的行为，帮助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

记者了解到，在“美丽庭院”创建过程
中，任县不靠蛮干靠示范，通过评选、发
放“美丽庭院”标志牌给予表彰，并通过发
挥示范户的正向激励作用，实现一家一户

“学有榜样、建有目标”，激发群众参与美
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

2019年，任县10个乡镇共评选出美
丽庭院1.6万多户，精品庭院1975户。比
厨房整洁有序，比厕所干净卫生，比庭院
绿化美化，已成为任县农村群众的新风
尚。

变机制，小钱办大事

在任县西固城乡赵村村民活动中心
门口，记者看到一辆满载冬青树苗的大货
车，20多名志愿者正和村干部一起清点、
卸车、搬运树苗。

“这一万棵树苗全都是爱心企业为我
们捐赠的，村里没花一分钱。”赵村党支部
书记武计东说，作为贫困村，村庄底子薄，
要想发展好，只能“花小钱办大事”“不花

钱办成事”。目前，赵村正在对9条大街
小巷进行硬化亮化美化，计划栽种3500
余棵景观树、果木树，建成6处公园广场、
3个菜园果园，打造完成68户“美丽庭
院”。

曾经的贫困村变成了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的样板村，赵村是怎么做到的？

武计东告诉记者，他们的秘诀就是
“笨办法”。“发动群众，寻找社会捐赠，
整合各渠道的资金。”武计东说，例如村
里刚刚投入使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
场，占地7亩，原来是废旧厂房和空置
的宅基地，通过整合教育、文广等部门
资金，爱心企业捐物和村民出工出劳合
力建成。

任县是个财政小县，农村环境整治资
金投入大，钱从哪里来？李国立说，按照

“花小钱办大事”的思路，任县按照“政府
主导、企业参与、全民动手”的原则，创新
多元投入机制，汇聚一切社会力量，激发
群众主体责任意识，创造出了城乡环境整
治的任县模式。

为调动多方面资源，任县打出亲情乡
情牌，按照县领导分包联系乡镇一个村、
县直相关部门一把手包联本人或副职原
籍村的原则，选派97名“乡村振兴指导
员”，探索开展县直机关干部“回乡联村”
行动。眼下，97名“乡村振兴指导员”正
带领包联村庄按照“人均至少一棵树”的
标准对农户房前屋后进行绿化。

同时，任县制定出台了“家园革
命”、清理残垣断壁、“三园”建设、文
化墙绘制等系列奖补政策，常态化“以
奖代补”。2019年，任县落实各类“以
奖代补”资金482万元，带动各乡镇累
计组织群众出义工3万余人次，出动机
械1.3万余台次，撬动了乡村两级及社
会投入1800万元。

近年来，江西省乐安县大力发展茶叶、箬叶、中草药等绿色致富产
业，打通农民增收致富“绿色通道”。图为乐安县增田镇华盖山茶厂工人
在摊晾茶青。 谭立华摄（中经视觉）

青岛莱西市鼓励村民创建“美丽庭院”——

积分兑来“高颜值”超市“刷”出新风尚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魏 康

河北任县西固城乡骆家庄村的孩子们在村口小游园里玩耍。 陈惠浩摄（中经视觉）

周末，在河南省商城县伏山乡里罗城村的千工堰景点，游客已不少，
孩子们拿着水枪戏水，大人们一边照看小孩，一边拍照，都玩得不亦乐乎。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在家待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特意带孩子出来游
玩。”从县城来游玩的李文芝说。

记者看到，里罗城村党支部书记陈启鑫正在疏导交通。“疫情稳定后，
里罗城又热闹了起来，3月中旬以后，每逢周末，来里罗城的车辆都超过
500辆，游客2000余人，村里的志愿者和我一起疏导交通，提醒游客戴口
罩，注意安全。”陈启鑫告诉记者。

在乡土情私房菜农家乐餐馆，经营者程晓鑫正在为游客预定的午餐
忙活。程晓鑫说，自家的农家乐餐馆年收入可达15万元至20万元。

据了解，在里罗城村，像乡土情私房菜这样的农家餐馆有近20家，加
上超市，该村有近600人吃上了旅游饭。全村每年接待县内外游客约20
万人次，旅游收入可达750万元。

近年来，里罗城村坚持“生态立乡、旅游兴乡、产业强乡”的发展理念，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2018年，村里引进
大别明珠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发展乡村民宿、创意农业、观光农业、体验
农业等新业态，村民增收又有了新路径，腰包也越来越鼓了。

在商城县揽春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余弟来正带着10余农户
采摘茶叶。该合作社除了60亩已经成形的茶园外，还从事茶苗培育，今
年共培育了茶苗30余亩。

“我家培育的槠叶齐、大白豪，比普通茶叶早上市10天到15天，不愁
卖。”余弟来说，像他家这样规模的茶苗基地，周边县区还真不多，今年，他
已卖出150多万株茶苗，收入40余万元。“我还要扩大育苗规模，带乡亲
们一同致富奔小康！”余弟来说。

据商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驻该村第一书记林新亮介绍，该村有农民
专业合作社共8家，目前都已复工复产。“发展乡村旅游，村民都很支持，
我们马上要建英雄广场、停车场、大别山乡学院等。目前已经完成路旁花
草和厕所改造。”陈启鑫说。

河南商城县：

里罗城村又热闹起来了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曹良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