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工厂”是东莞长久以来的标签。从 30

多年前“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乡村工业起步，

如今，17万家工业企业深嵌于 595个村（社区）的

肌理，超过 500万外来人口生活在机器轰鸣与田

园牧歌的鸣奏间，城与乡，村民、市民与外来务工

者，在东莞已无法区分。巨大的工业与人口负荷

下，农村人居环境一直是东莞的突出短板。

2018年，东莞市提出要创建广东省唯一地级

农村人居环境示范市。很多人颇为不解：别人都

是拿优势去创建，哪有自找短板去创建的？

如今，这场“硬仗”打了 3 年，“短板”逐渐变

为“潜力板”，一幅幅村庄新图景在全省全国相关

评选中获誉，一颗颗乡村明珠正让“世界工厂”熠

熠生辉。

一块必须补齐的“短板”

在寒潮的阴霾中走进东莞横沥镇山厦村，一

排排色彩斑斓的岭南风格民居令记者眼前一

亮。村前一片碧绿的家庭田园中，几位老人正精

心侍弄着一畦畦香芋、白菜——每块菜地旁，都

整齐插着写有认种者姓名的牌子。每栋彩色房

子前，或时蔬，或花果，则被打造成饱含房屋主人

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小花园、小菜园。

“认领菜地一年多，家里不用买蔬菜了，孩子

们说我身体更好了，与乡亲们分享自己种的新鲜

蔬菜，关系更亲近和睦了。”80 多岁的张奶奶笑

眯眯地告诉记者。

“以前村里花不少钱搞环境卫生，效果并不

理想。2019年，我们发动村里的油漆企业对旧村

居实施了‘立面彩绘改造’，亮丽的彩色房子让村

子面貌焕然一新，被游客们大赞为‘彩虹村’。”山

厦村党工委第一书记张妙华说，“闲置土地经微

改后变身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小公园，让村

民自愿认领，省了管养成本不说，还形成了‘芋香

美地’品牌特色农耕体验场所。”

“村子旧貌换新颜，带来的是一连串良性循

环。”张妙华告诉记者，山厦村有 3个以模具产业

为主的工业区，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村

里人还担心产业受冲击。可如今看来，环境档次

提升了，产业链上的企业更愿意扎根了，工业区

铺 租 已 从 2018 年 的 每 月 2000 元 涨 到 了 2800

元。更让村民高兴的是，过去入驻工业区的外地

人都不来旧村住，村居租金每月仅为 350 元；现

在，外地人纷纷被“彩虹村”吸引而来，租金涨到

了850元。

“环境就是生产力，这是我们两年来最大的

感受。”横沥镇党委副书记袁俊凯说。2020 年，曾

经的人居环境“差等生”横沥镇，成功捧得“全国

文明镇”称号——乡村产业植根性强了，干部群众

心气高了，村组两级纯收入3亿元，增幅超过12%。

东莞为何要拿短板去搞创建？横沥这个“中

国模具制造名镇”提供了答案。“推动乡村振兴，

改善人居环境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正如东莞市委书记梁维东所言，没有一个个“彩

虹村”，“世界工厂”就无法实现向粤港澳大湾区

先进制造业中心迈进、打造“湾区都市，品质东

莞”的梦想。

“城乡融合、高度一体化是东莞的一大特点，

这使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更为困难，必须城乡一

体化推进。”东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吴美良告诉记者。

翻开东莞改革开放史，早在 1984 年，东莞就

提出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战略，启动了农村工

业化、城市化进程。到 1987年底，已有 2500多家

企业星罗棋布于东莞 80%的乡村。数十年间，东

莞乡村形成了特殊面貌：传统型农村、城中村、半

城中村、新型社区等各类乡村形态并存，发展不

平衡性突出。

“东莞农村人居环境历史欠账多、压力大，简

单说是‘三个较差一个不足’，即卫生环境较差、

基础设施较差、维护保洁较差，人人爱环境的意

识不足。”吴美良说。

以创建广东省唯一地级农村人居环境示范

市为契机，东莞以史无前例的力度统筹资源力

量，全力补齐人居环境短板。随着农村生活垃

圾、污水治理和“厕所革命”深入推进，目前，东莞

村庄保洁覆盖面与垃圾处理率达到 100%，生活

污水治理率达 97%，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100%，实现了“干净整洁村”全覆盖。

同时，立足城乡高度融合的特点，东莞全力

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镇街 24小时自助

图书借阅、15分钟健身圈、“文化莞家”数字化服

务等均实现全覆盖。

“一些乡村在发生显著的变化。”东莞市农业

农村局局长张永忠细数着整治带来的巨变：田间

窝棚拆除了，农田从满目“伤疤”向农业休闲观光

“网红打卡点”华丽转身；通过农房管控与风貌提

升，一些“握手楼”变成了富有岭南特色的风情

街，一批镇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广东美

丽乡村特色村。良好的人居环境有力促进了农

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2020 年底，东莞村组集体

总资产突破 2000 亿元大关，一些村从“次发达

村”加快向“富裕村”转化。

一次最广泛智慧的凝聚

在半仙山村，一个个生长在彩绘轮胎、废弃

树槽、铁罐花瓶中的“边角花园”把村子打扮得宛

如童话世界。

“都浇过水了，不用操心！”一家杂货店主

人远远看到横沥镇公益咖啡学院的志愿者走

来，笑指着店外高大的仙人柱说。“一开始都是

志愿者去浇水、维护，村民和外来员工在旁边

看热闹，现在大家都主动参与。毕竟美了自家

门口嘛！”长期参与志愿活动的“益企啡吧”店

长朱有萍说。

“‘边角花园’微改造项目是我们发动社会组

织、村民、企业等多元化力量参与提升村容村貌

的一项探索。”横沥镇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副

主任刘趁燕告诉记者，人居环境整治伊始，卫生

死角特别多，需反复清扫且不断反弹。能否用绿

色赶走杂物、把死角变成群众共建的一个项目

呢？横沥以半仙山村为试点开启了探索，通过发

动志愿者、村民、外来员工代表组建共治队伍，建

立“微心愿”资源站激励回馈等方式，让“见缝插

绿”的园艺创作成了时尚。如今，这一共治机制

的创新探索已被多个村子借鉴推广。

一个村子里的小小探索，让大家看到“自上

而下”的整治也能有如此生命力。“要讲究战略战

术，创新工作方法，凝聚最广泛共识，团结最广泛

力量。”梁维东这句话，凝聚着东莞上下对如何打

赢这场“攻坚战”的思考。

对于“攻坚战”来说，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

工作太过庞杂，难寻抓手。对此，东莞市农业农

村局创造性地提出了乡村振兴“全域项目化”工

作思路，立足各村镇需求和差异，谋划实施一个

个具体项目，为整治工作找到了有力抓手。

在东莞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促进科记

者看到，办公室内堆放着一本本厚厚的“特色精

品村”项目建设规划。全市 120个创建中的精品

村，每个都有一本项目库，小到设置入村标识牌，

大到公园改造，投入多少、何时完成都明明白

白。该科负责人邱志强介绍，2018 年至今，东莞

已累计建立涵盖 3535 个项目、总投资达 4192 亿

元的市镇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库。例如，在横沥镇

捧得“全国文明镇”的背后，是 3 年来投入近 4 亿

元实施了 224 个乡村振兴项目、完成了 800 多项

人居环境“零星工程”。

另一大难题是有些村子不想干、不会干。东

莞的对策是，鼓励各镇村百花齐放，创新实招，比

学赶超。

例如，高埗镇通过在各村举办人居环境整治

“擂台赛”，逐步形成了“五子登科”内生动力机

制：搞好村容村貌，长了“面子”；创先争优，可得

“旗子”；设置 1000万元激励资金，做得越好，“银

子”越多；村干部为民办实事，换来选举时的“票

子”；工作出色加大提拔重用，让敢于担当的人得

到“位子”。“各镇村‘比学赶超’，充分调动了村组

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创造性，营造了全民参与的

浓厚氛围。”吴美良说。

在破解一个个难题过程中，东莞的这些“战

术”也为广东乃至全国人居环境整治探索积累了

宝贵经验。“美丽东莞”全域项目化的经验做法被

写入广东省有关文件在全省总结推广，田间窝棚

整治等多项工作获得国家、广东省农业农村部门

充分肯定。

一场“有温度”的整治

2020 年下半年，一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百日攻坚战”在东莞打响。“我们为什么要开

展这项工作？就是想让东莞成为一个更有温度

的城市！”梁维东在动员部署会上对全市干

部说。

“温度”既然是目的，就要体现在过程中。

“我们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中始终强调‘有

温度的整治’。效果不仅要看硬指标，更要看软

指标，那就是群众是否真心认可。”吴美良说。

比如，田间窝棚曾是东莞农田上的“烂疮

疤”。经排查，近 4 万个破败窝棚密布东莞乡

间，既煞风景又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然而，

它们也是农民存放农具、歇息的场所。如何整

治才能体现温度？东莞提出“拆建并举、尊重

民意”，一边抓紧拆除，一边尊重农民实际需

求，推动工具房重建，提供了集装箱结构、防

腐木风情小屋 2 种标准样式，并设立市镇专项

资金给予补贴。截至 2020 年底，99.96%的窝棚

被顺利拆除，近 5000个漂亮的工具房成为美丽

田园间的一抹亮色。

又如，停车并不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规

定动作”，却是东莞村居生活的一大“痛点”。“不

仅村民，很多外来务工者也有车。前不久，一位

村党支部书记专门在村里数了数，大概需要4000

个停车位。”吴美良说。

对此，东莞把推动解决“停车难”作为解民

忧、暖民心的一项重要举措，加快建设、划定一批

停车位并加强停车管理。目前，东莞村（社区）规

划建设停车位约 15 万个，已建成逾 10 万个。东

莞还调动市场化力量，推动东莞交投集团与 12

个镇街签订合作协议，将 4.61万个泊位纳入市属

国有企业统筹范围，逐步对停车泊位实施智慧化

改造，提升使用效率。

农村群众真心认可了吗？2020 年 11 月，广

东全省组织人居环境 3年验收，经第三方评估组

不打招呼、入户实地走访，农户满意度高达 94%，

其中67.6%的农户对本村整治成效非常满意。

经常走村串户的邱志强对来自群众的“真

心”深有体会，“大家都告诉我，村庄干净、美丽

了，自己的工作越来越被认可。近期是农村选举

的关键时期，不少村干部全票当选，这在以往很

少有”。

群众不仅用手投票，也用脚“投票”。“搬出去

的村民如今搬回来居住已不再是新鲜事。”邱志

强说。

“接下来，东莞将健全长效机制，加速建设与

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相匹配的美丽乡

村。”吴美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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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里 的 美 丽 乡 村都 市 里 的 美 丽 乡 村
——广东东莞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调查

安下身才能安放未来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

要任务要任务，，也是乡村振兴不得不打的一场硬仗也是乡村振兴不得不打的一场硬仗。。有有““世界工厂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更是之称的东莞更是

希望尽快补齐这个短板希望尽快补齐这个短板，，努力建设与国际一流湾区努力建设与国际一流湾区、、与世界级城市群相匹配与世界级城市群相匹配

的美丽乡村的美丽乡村。。东莞如何打好这场东莞如何打好这场““硬仗硬仗””？？记者近日深入东莞乡村调查记者近日深入东莞乡村调查。。

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东

莞要打造“湾区都市”。2020 年，深圳、东

莞等湾区城市的房价涨幅频上热搜，人们为

大湾区的前景叫好之余，也担心“打工人”

将栖身何处。

当在“彩虹村”听说，在工业区上班的

外地夫妻每月花 850元租下一栋美丽的旧村

居，一家四口晚饭后其乐融融在村间散步

时，当在半仙山村得知，附近高校大学生兴

致勃勃地在村里当起了志愿者，并谋划要去

“文创村”创业时，记者深切感受到东莞打

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的意义。

城乡高度融合的东莞，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中提出，要建设与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

级城市群相匹配的美丽乡村。那该是怎样的

美丽乡村？是落户华为、风景如画的溪流背

坡村，是建造“国之重器”中国散裂中子

源、荔枝飘香的水平村，更应该是许许多多

让“老莞人”记住乡愁、让自五湖四海而来

的“新莞人”安身乐业的“彩虹村”。

东莞在 2020 年发布的人口发展规划中

提出了 10 年后常住人口超千万、制造业从

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例不低于 40%、

建设区域人才高地等目标。对此，若不能尽

快提升城乡品质，夹在广州、深圳两个“老

大哥”中间的东莞，在“虹吸效应”“乡愁

效应”双重压力下，未来对人才的吸引力将

不可避免地减小。

有魄力、有策略、有温度。3 年间，东

莞以这样一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战，为城市

品质提升谋得了一个好开端。但是，更艰难

的战役还在后头。

只有让“打工人”们安下身，他们才会

选择在东莞安放心灵、安放未来。串珠成链

的特色精品村，让年轻人看到了“诗与远

方”，淡忘了乡愁。然而，新一代“打工

人”越来越不愿接受“牛郎织女”、留守儿

童的状态，他们会考虑自己的子女是否能在

这里留下“乡愁”？对东莞来说，解决了全

覆盖的 4G 网络、15分钟健身圈、24小时图

书馆后，还需要解决就医、上学等一系列问

题，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的

路仍然漫长。

东莞是特殊的，却又反映着人口流入

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东莞初战告捷，其

他城市更应增添信心。愿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之战在更多人口流入城市更持久、更有

温 度 地 打 下 去 ， 让

“打工人”都能“此

心安处是吾乡”。

横沥镇山厦村整治后成了远近闻名的“彩虹村”。 （资料图片）

横沥镇山厦村的村民休憩公园。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