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3月 23日 星期四8 地 方

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拓兆兵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优化镇村

布局规划，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

动，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为新时

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实 现 全 面 小 康 后 ，

我 国 农 村 发 生 了 历 史 性 巨 变 。 曾 经 的 深

度 贫 困 地 区 ，如 宁 夏 西 海 固 地 区 ，现 在 村

庄整洁、屋舍俨然、产业兴旺，群众生活水

平大幅提高。不过，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 的 问 题 仍 存 在 。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

村 。 因 此 ，各 级 党 委 和 政 府 要 落 实 好

党 中 央 部 署 ，扎 实 推 进 乡 村 发 展 、乡 村 建

设 、乡 村 治 理 等 重 点 工 作 ，加 快 建 设 农 业

强 国 ，建 设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 ，为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开 好 局 起 好 步 打

下坚实基础。

加 强 顶 层 设 计 。 长 期 以 来 ，限 于 发 展

水 平 ，一 些 村 庄 缺 乏 科 学 规 划 ，摊 大 饼 式

发 展 ，如 不 进 行 统 一 规 划 建 设 ，改 造 难 度

很大。反观一些近年来的移民新村，得益

于顶层设计，风格鲜明、布局合理。因此，

各地要聚焦“兴业、人旺、宜居”，从顶层优

化 镇 村 布 局 ，提 升 农 村 住 房 品 质 ，做 好 现

代生活配套和产业配套，确定一张蓝图绘

到底。

补齐基础短板。一些村庄尽管也做了规

划，但由于建设早、起点低，规划不充分，资金

不充足，后期管理不到位，在当时看比较先

进，但以现在标准看已经落后。而基础设施

的落后和缺失会严重影响农民生活便利性和

生产现代化发展。因此，必须与时俱进，要不

断改造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乡村道路、供

水、网络、商业、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设公共

服务体系，满足农民对现代生活的需求。同

时对耕地、水利等农业产业基础薄弱环节进

行改造，进一步提高农业发展能力和防灾减

灾能力。

促进产业融合。近年来，随着农村现代

化的推进和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休闲农

业、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兴起，有力拓展

了农业多种功能，形成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局面，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渠道。要继

续大力美化乡村环境，以三产为龙头，牵引培

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更好吸引年轻人回乡

创业，增强农村发展后劲。

此 外 ，要 壮 大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利用农村集体所有

资 源 资 产 ，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合 作 与 联

合，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实现集体成员共同发展，村集

体经济成果人人共享，这在解决农

村人口老龄化、带动产业薄弱户、构

建和美乡村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

的作用。要进一步拓展集体经济

发 展 空 间 ，在 共 同 富 裕 的 路 上

“一个都不落下”，奋力推动乡村

振兴。

加快农房改善

本报记者

薛海燕

近日，江苏省泰州市

第十三批“骏马奖”评选

结果出炉，兴化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喜获该奖，认定

事由为：农房改善让“居

者 优 其 屋 ” 成 为 幸 福

实景。

去年，江苏省启动新

一轮农村住房条件改善专

项行动，兴化市将农房改

善作为“乡村振兴一号工

程 ” 高 位 推 动 、 深 度 挖

潜 。 2022 年 ， 该 市 累 计

完 成 农 房 改 善 5201 户 ，

完 成 量 占 省 计 划 数 的

148.6%，农房改善完成进

度全省领先。未来 5 年，

该市计划改善农村老旧农

房 2 万户以上，高质量、

高标准抓好农房建设，努

力绘就生态宜居的新时代

农村画卷。

“ 感 谢 党 的 好 政 策 ，

让 我 能 够 搬 进 这 样 一 个

干 净 、 明 亮 又 安 全 的 房

子。”兴化市戴窑镇焦勇

村 村 民 勾 乾 成 站 在 自 家

崭新的房子前说。勾乾成以前的老房子建设于上世纪

70 年代，墙体有几处开裂，房子里面黑暗潮湿，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2022 年 7 月，戴窑镇在排查中发现了

勾乾成房屋存在的问题，立即启动危房消险解危。从

此，勾乾成告别危房，住上了设施齐全的新居。

为推动农房改善，兴化市研究出台 《关于加强农村

宅基地管理的工作意见》，优化农房建设审批流程，加

强农房施工管理，构建乡村建设工匠库、本地设计师

库、建筑企业信息库和农房设计图集“三库一图”工作

体系，指导专业力量参与农房设计、建设施工，引导农

户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提高农房建设质

量，同时优化资金申请、拨付、使用流程，编制农房改

善项目库，清单化推动农房改善工作，节点化落实补助

资金。

针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危房，兴化市全部落实财政

资金奖补用于修缮加固和新建翻建，统一对该类危房进

行维修前后的安全鉴定，为农房安全上“双保险”，保

障农户权益和住房安全。

据介绍，兴化市还编制形成了具有里下河水乡鲜明

特 色 和 文 化 传 承 的 《兴 化 市 农 房 设 计 与 施 工 通 用 图

集》 供农户免费选用。围绕完善住房功能、改善居住条

件、提升村容村貌，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民集中居住

区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布局、高品位设计、高质量建

设。同时强化项目建设质量安全的日常巡查，引导群众

参与房屋质量和安全监督。

在单个农房改造改善的同时，兴化市着力推动农

民集中居住区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区项目主要结合土

地增减挂钩复垦工作、洼地治理水利项目以及高速公

路交通设施异地安置项目推进。目前，兴化市在建拟

建农民集中居住区项目 48 个。沈伦镇崇禄村、中堡镇

陆家甸村 2 个村的农民集中居住区项目入选江苏省高

品质农房改善示范项目。大营镇大营村 （亲水湾）、

中堡镇大纵湖村 （大元舍）、昌荣镇唐子村 （木塔）、

戴窑镇锯家村 （一期）、陈堡镇蒋庄村 （蒋南小区）

农 民 集 中 居 住 区 项 目 已 竣 工 交 付 ， 208 户 农 户 喜 迁

新居。

下一步，兴化市将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

结合，“立足当前”与“谋划长远”相结合，统筹兼顾整治力

度、建设深度、推进速度和财力承受度，用好用足

农房改善、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土地复垦、

淮河流域洼地治理、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等省市奖补资金，

指导镇村开展“联

建联创”。

江苏兴化

确保饮水安全
本报记者 杨开新

“现在的水真清啊，一点杂质都没有，党和政府帮我们

解决了大问题。”提到这些年饮水方面发生的变化，陕西省

安康市汉阴县涧池镇五坪村村民文尚佑说。

涧池镇距汉阴县城 10 多公里，早就建起了自来水厂。

政府以前每年虽投入五六十万元，但由于管理、维护不到

位，停水、水质差等问题不时出现。群众意见大，对交水费

有抵触情绪，有一年全镇水费仅收到 520 元。

“我们县北枕秦岭、南倚大巴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重要水源涵养区。最高海拔达 2000 多米，最低海拔只有

200 多米，雨下得快，水流得也快。时常碰到旱涝急转，居

民如何喝到放心水是个难题。”汉阴县委书记刘飞霞说。

近年来，汉阴县把城乡供水保障作为基本民生和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坚持以饮水安全全覆盖为

目标，创新建立“系统化、科学化、智慧化、市场化”的农村供

水长效机制。建立县政府主体责任、水利部门行业监管、镇

村属地管理、供水公司运行管护、社会群众主动参与的管理

责任体系，分清各方责任，健全保障机制，建立务实管用的

供用水责任链条。

机制理顺了，硬件也得跟上。该县结合实际，以规模工

程优先部署、单村水厂因村布局、小型供水工程按需补充的

思路，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按照有院子、有绿化、有监控设

施、有消毒净化、有办公用房的“五有”标准规范建设水厂，

已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300 多处。

三分建，七分管。县财政每年预算 200 万元农村供水

工程管护奖补和水质检测资金，安排不少于 400 万元的维

修养护资金。秦巴山区夏季多暴雨，对因自然灾害损毁的

饮水工程，及时安排资金进行修复。由水利部门和各镇组

织实施考核，对考核不合格的供水企业终止协议，重新择优

选聘供水企业承包经营。

“吃水安全，用水方便，见水自然”。汉阴县农村饮水安

全服务中心墙上的这句标语，道出了打造群众“好水生活”

的初衷。该县月河水厂设置的生物观察池内，几十尾金鱼

游来游去，成为水质安全的见证。

据介绍，汉阴县还累计投入 3000 余万元，配备消毒设

备 400 余台，将原二氧化氯消毒设备更换为智能次氯酸钠

消毒设备，配备便携式余氯测定仪，可随时抽查水质余氯

情况。对一些无供电条件的小微型供水工程，安装太阳

能自动电解食盐消毒设备，现场制备次氯酸钠并根据流

量变化精准投加，有效解决消毒不科学等问题，确保水质

达标。

该县还建成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完成 72 项检

测指标 CMA 认证工作。在千吨万人水厂建设标准化水质

化验室，配备专职化验员常规自检。日供水规模在 100 立

方米以上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由县疾病预防机构每月抽

检，出具水质化验报告，提出整改措施，确保水质安全。

通过投入大量资源，汉阴县切实改善了农村供水环境，

提升了农民群众安全饮水质量，使得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

得成、管得好、用得起、长受益。据统计，该县的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稳定在 99.31%以上，农村供水保证率达到 95%以上，

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

提升人居环境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日前，记者走进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鸣凤镇北门村九

子溪小区，只见房屋错落有致，家家户户门前花团锦簇，一

幅充满生机的美丽乡村新画卷映入眼帘。

近年来，远安县以打造全省山区乡村振兴示范县为目

标，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提升宜居

环境，一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在九子溪小区，居民张运东正在自家门前忙碌着。“我们

小区不仅户型好，面积还大，外观也漂亮。”张运东说，搬进该

小区前，一家三口住在土坯房里，“夏天漏雨、冬天灌风”是常

态，“现在住进小楼，有了政府统一的质量监管和配套设施建

设，我很知足”。

九子溪小区是远安人口梯次转移的特色示范小区，也

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农村住房

建设试点。为最大程度地改善当地百姓的居住条件、打造

“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化生态小区，远安县根据

传统民居特点，对小区设计明确了原则性要求：选址坚持

“交通便利、安全环保、设施完善、适度集中”原则；竖向要坚

持延续“坡顶林、坡上居、坡下田、坡谷溪”的立体空间形态；

平面要坚持“依山就势、逐水而居、错台组团、街巷里坊”的

布局原则，尊重地形场景，避免大挖大填，打造了“住得够安

逸、经得起岁月、载得了乡愁”的和美村庄样板。

同时，远安县坚持全面统筹规划，以村容村貌整治、厕

所改造、垃圾处理、污水治理等为重点，推动美好环境与幸

福生活共同缔造，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三 板 桥 村 位 于 远 安 县 洋 坪 镇 中 部 ，被 远 安 的“ 母 亲

河”沮河环绕。为保护沮河生态，近年来，三板桥村大力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探索“垃圾不落地”模式与

“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模式，通过民主推

选建立“一长三员”（片区长、包保员、协管员、监督员）管

理 机 制 ，形 成 了 垃 圾 治 理“ 有 人 管 、无 死 角 、零 容 忍 ”的

局面。

“以前我们村好多都是泥巴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

泥。现在好了，村里都修柏油路了，垃圾不落地，粪污不下

河，环境越来越好了，产业越来越旺了，日子也越过越富

了。”三板桥村党支部书记谭东岳说，村里按照“管控源头、

建强设施、做实监管”的总体思路，引导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实行种养一体、生态养殖、循环利用、达标排放模式，目前已

实现粪污处理设施配套全覆盖。如今的三板桥村，已成为

外有“颜值”、内有“气质”的网红打卡地。

三板桥村是远安县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缩

影。远安县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验多次在

全省工作会议上分享，并荣获 2022 年度全国村庄清洁行动

先进县荣誉称号。

告别脏乱差，拥抱洁净美，户户不同景，院院好风光。

远安县还积极投资开发旅游、农旅融合项目，发展旅游饭

店、农家乐和民宿等一大批配套服务业态，将农区变景区、

农房变客房、农产品变旅游商品，实现企业、村集体与百姓

共同增收。

旧 县 镇 鹿 苑 村 先 后 荣 获 湖 北 省 美 丽 乡 村 典 型 示 范

村、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湖北省十大美丽乡村、湖北

省绿色示范乡村等荣誉，引进鹿溪河康养公司开发乡村

旅游。2022 年，鹿苑村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村集体收入超

30 万元。“不少游客到我们村体验制茶、品味黄茶。现在

村容村景越来越好，游客也更多了。”鹿苑村党支部书记

付炜炜说。

目前，远安县已打造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18 个，建成了以鸣凤镇北门村九子溪

小区、双泉村双泉小区为代表的

一批特色居民小区。

陕西汉阴

湖北远安

吉林公主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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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靓村容村貌
本报记者 马洪超

路面整洁，路灯挺立，院落整齐，文化墙宣传画形象生

动⋯⋯3 月中旬，东北大地草木尚未吐绿，吉林省公主岭市

环岭街道火炬村的村容村貌却让人眼前一亮。

火 炬 村 曾 在 2019 年 获 得“ 全 国 乡 村 治 理 示 范 村 ”、

2020 年获得“全国文明村镇”殊荣，并在 2021 年成为吉林

省“千村示范”创建典型示范村。该村党支部书记王晓丹

告诉记者，这些荣誉来之不易，“都是大家一步一步干出

来的”。

“最近 10 年，我们村先后发出 3 个口号。从‘人人都是

保洁员’，到‘人人都是志愿者’，再到‘人人都是村干部’，随

着工作的推进，村民们美化环境、打造新村的积极性主动性

越来越强。”王晓丹说。

火炬村距离公主岭市中心约 8 公里，距离长春市区约

60 公里，102 国道和京哈高速公路贯穿全村。依托便利的

交通条件，火炬村在前些年就探索土地入股分红，让村民有

了农业经营之外的更多收入来源。2021 年，火炬村村民年

人均收入接近 1.8 万元。

环境美了，收入高了，村民的心情也越来越好。59 岁

的火炬村村民邓桂香说，现在村民们都知道保护环境、美化

环境的重要性，能自觉行动，人的精神面貌也提升了。

火炬村的变化，是公主岭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美

丽宜居新农村的一个缩影。

公主岭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洪文告诉记者，近年来，

公主岭市从人居环境五年提升工程入手，不断加大工作力

度，在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做好垃圾收储转运处理、清理畜

禽养殖粪污、做好村屯绿化美化、树立典型示范引领等方面

重点发力。

记者见到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金城村保洁员徐连宝时，

他正忙着转运村里垃圾桶的垃圾。他做这份工作已有 2 年

多，负责清理村里道路两旁的垃圾，并把满了的垃圾桶运到

村外的集中存放点，由市环卫部门的清运车运走。“如今在

村里走一走，心里敞亮多了！”徐连宝说，村里人已不再随便

乱扔垃圾，环保意识越来越强。

为做好农村垃圾收储转运处理，公主岭市每年投入财

政资金 5489 万元，招聘保洁员 950 人，配备生活垃圾桶近

3 万个、保洁车 756 台、垃圾压缩车 26 台。“每天转运农村生

活垃圾 200 吨左右，由专门公司统一转运至垃圾发电厂进

行资源化利用。”张洪文说。

近年来，吉林省大力倡导肉牛养殖，积极推进“秸秆

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地处“黄金玉米带”的公

主岭市是畜牧大县。为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解决

散养户畜禽粪污治理难题，公主岭市在 2022 年制定方案，

推动畜禽粪污出村出屯，建立起数十个区域粪污收集中

心、转运站、堆沤点，并对近 400 个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

施 升 级 改 造 ，最 大 程 度 减 少 养 殖 场 对 村 民 生 活 环 境 的

影响。

在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 102 国道一侧，岭艳养殖场场主

高劲松告诉记者，前些年他家在村里养牛，气味较大，邻里很

有意见，养殖规模也做不大。2006 年，受当地招商引资政策

吸引，他在此建立了新场地，目前养殖场有牛舍 6 栋、青储窖

2座、储粪池 1座。

在岭艳养殖场院内的储粪池旁，立着一套畜禽粪污超

高温实时发酵处理设备。高劲松告诉记者，该设备是为响

应吉林省“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养殖场同中

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合作开展的一个技术

试验项目。“经过超高温发酵，有机肥没有畜禽粪污

气味，不仅可满足研究所的研究需要，还吸

引周边村屯种植户来购买，不少人

还把它作为养花的肥料，很

受 欢 迎 。”高 劲 松

表示。

陕西汉阴县月河水厂。 （资料图片）

吉林公主岭市环岭街道

火炬村一角。

本报记者 马洪超摄

右图 湖北远安县旧县

镇鹿苑村游乐园。

本报记者 董庆森摄

江苏兴化市大营镇大营村农民集中

居住区，孩子们在玩耍。 周社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