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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聚光镜镜··挺起乡村振兴挺起乡村振兴““主心骨主心骨””④④

乡村建设为了农民群众，必

须依靠农民群众。农村基层党组

织要不断增强组织力、凝聚力、战

斗力，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创

造性，勇当乡村建设的主人翁。

乡 村 建 设 既 涉 及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农 村 公 共 基 础 设 施 ，也 涉

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人

心齐，泰山移。农村基层党组织

要 把 党 建 工 作 与 乡 村 建 设 有 机

融合，当好与农民群众沟通的桥

梁、纽带，统一大多数人思想，兼

顾极少数人诉求，求取“最大公

约数”。这方面，宁国市港口镇

西村村的“群众工作怕的就是党

员干部不去跟村民沟通”朴素经

验值得借鉴。

主人翁就是主力军。要充分

发挥基层党建工作的引领力，推

动党员当先锋、作表率，带动农民

群众在人居环境整治、精神文明

建设等工作中担事干事。如有的

地方通过优秀党员评选，激励党

员成为环保标兵，带动左邻右舍

自觉打扫房前屋后，使村子整体干净卫生。

主 人 翁 就 是 主 考 官 。 乡 村 建 设 成 效 好 不 好 ，

要 坚 持 以 农 民 群 众 满 意 不 满 意 为 标 准 。 农 村 基

层党组织要主动采取会议、座谈、走访等形式，了

解农民群众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工作。要坚决

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莫让搞“拍脑袋决策”、

形象工程、“盆景”等，令乡村建设变了味，令农民

群众寒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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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克龙

从今年 6 月份开始，我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专

项整治改善行动，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专

项行动在农村卫生厕所改造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村庄清洁行动等新一轮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的基础上，由村庄面上

清洁向屋内庭院拓展，重点围绕整治农户庭院、改善

个人卫生开展。”省农业农村厅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

处长汤洋表示。

重点整治农户庭院，实现“四净两规范”。重点

围绕农户院内是否干净、室内是否干净、厕所是否干

净、房前屋后是否平整干净（无乱堆乱放等），生产生

活物资摆放是否规范（堆放整齐、地面整洁等）、畜禽

养殖管理是否规范等开展排查，引导农户自行维护

好家庭和院落环境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近年来，我省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积极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的现

代生活家园。目前，全省已建在建美丽乡村中心村

10708 个，广大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持续

改善。

“下一步，我省将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三大

革命’‘三大行动’，用‘绣花’功夫建设美丽乡村，着

力打造徽风皖韵美丽乡村升级版。”汤洋表示，到

2025年，安徽省将以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圾治理、

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努力实现美丽

乡村“441”建设目标，即建设 4000 个左右美丽乡村

中心村、40000个左右美丽宜居自然村庄，提升 1000
个左右乡镇政府驻地建成区建设水平，服务功能向

周边村庄延伸。力争实现美丽乡村建设覆盖直接受

益人口占全省农村常住人口 40%左右，形成以县域、

乡镇、行政村或跨行政区整体推进、中心村带动周边

自然村全域推进的美丽乡村建设新格局，让更广大

的农民群众共享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打 造 徽 风 皖 韵

美丽乡村升级版

■ 本报记者 刘良慧 李浩

养成文明习惯
共建洁净家园

村道平坦干净，房前屋后整洁有序，农

舍庭院花香四溢……傍晚时分，宁国市中溪

镇凤凰村村民何民主吃过晚饭，和老伴在村

里散步，怡然自得。

“村里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我们也坚持

锻炼身体。”何民主笑着说，前些年，村里环

境没人管，走到哪儿都是“脏乱差”，没有散

步的心情。现在，村居环境好了，饭后散散

步成为二老每日必选项。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清洁庭院和村庄

是 关 键 举 措 。 我 省 各 地 发 挥 党 建 引 领 作

用，开展美丽庭院评比、文明家庭评选、村

庄大扫除等一系列活动。目前全省绝大多

数村庄已开展了清洁行动，基本实现村庄

干净整洁。

“凤凰村一直在大力加强公共卫生环

境治理，加大家园清洁力度。”凤凰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何保健告诉记者，该村开展

村庄清洁行动，拆除乱搭乱建“彩钢棚”，全

面整治乱堆乱放行为，带动村民自觉清理房

前屋后。

凤凰村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成立党建引领农村自

治工作协调小组，开展“红色星期六”活动，

对村民房前屋后进行检查。如果发现“脏乱

差”问题，小组成员立即拍照发到村民微信

群。针对公共区域的保洁情况，及时反馈给

保洁员和村“两委”，发动本组党员群众自行

整治。

“作为党员，我把自家环境搞好，作好表

率，再去督促、帮助其他村民，村民一般都很

配合。”凤凰村村民党员何威告诉记者，在提

升村容村貌过程中，该村党员通过亮身份、

定职责、作表率，带动广大村民参与农村环

境整治的积极性。

建设美丽乡村的主体是群众，必须激发

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热情。在黟县洪

星乡红光村生态美超市门口，大爷大妈们排

起队伍，拿着手提袋，手提袋里装满了瓶瓶

罐罐，准备攒积分兑换物品。志愿者迅速清

点垃圾数量，然后在登记册上记下相应积

分，按积分将生活用品兑换给群众。

如今，收集、捡拾废旧垃圾成了红光村

村民的习惯，而在以前，村民乱扔垃圾曾是

影响村子环境卫生的一大难题。红光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金玉琴告诉记者：“生

活垃圾全往地上、河里丢，导致垃圾遍地。”

为此，红光村开设生态美超市，采取“积

分换物”模式，村民可将收集的矿泉水瓶、烟

蒂、塑料袋等垃圾分类，按数量标准兑换食

盐、牙刷、肥皂等日用品。“‘生态美超市’极

大地改变了村民的卫生习惯，促进了乡村环

境美化。”金玉琴介绍，通过垃圾兑换物品，

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保护，现在“垃圾换

物得实惠，生态环境有变样”的观念已经深

入人心。

下足“绣花功夫”
堵住污染源头

9 月 10 日，中秋佳节，来安县汊河镇相

官村村民陈思平和亲人在家吃了一顿团圆

饭。晚饭后，陈思平收拾餐桌，将纸巾捡出，

把骨头和剩菜包在一起，扔进家门口的厨余

垃圾桶里。“绿色的装厨余垃圾，灰色的装其

他垃圾。”陈思平说，乡亲们都不再乱扔垃圾

了，村里到处干干净净。

“过去，大家没有垃圾入桶的意识。”相

官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村 委 会 主 任 王 磊 介 绍 ，

2019 年，来安县开始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相

官村给每家每户分发了分类垃圾桶，由村民

完成分类后，保洁员定时上门收集。每天，

经过分类的垃圾被村保洁员收走，运送到相

应的分类垃圾桶里，再由镇上的垃圾运输车

及时转运，实现了垃圾日产日清。

相官村发动党员干部上门宣传，带头示

范，并通过评选文明户、设置红黑榜等方式

激励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看着村庄环境越

来越好，村民们参与环境整治的热情也越来

越高。”王磊说。

据了解，来安县围绕生态宜居乡村美的

目标，构建“户分类、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

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收运体系，农村环卫保

洁市场化率达 100%，实现了乡村环卫保洁的

常态化、专业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

化利用也在全域推开，建成有机垃圾资源站

12座、堆肥点 78座，可回收垃圾回收站（点）

142 个，初步形成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

量、资源回收、有机堆肥、无害处理”。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一直以来，

农村厕所简陋脏乱，是乡村“颜值”提升的一

个瓶颈。

2017 年，当涂县黄池镇西河村被列为

该县厕所革命试点村，为了推进试点工作，

西河村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优势，在启动农村

污水治理和改厕前，村党支部多次召开村

“两委”和户代表会议，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同时，发挥党小组党员带头示范作用，通过

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争取群众的认同。村

民任大爷家的厕所在这次整治中得到改造，

原来的旱厕被拆除，在家里装上水冲式抽水

马桶。“以前的厕所臭气熏天，自从建了新厕

所以后，既干净卫生，能像城里人一样在家

里上厕所。”任大爷说。

现在，西河村农户自家卫生厕所覆盖率

达 100%，还建起 2座公厕。“将厕所和污水一

体化治理，农村污水不再遍地横流，家门前沟

渠的水也越来越清，自然环境大为改善。”西

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庆华介绍说，

依据村庄走向，西河村铺设污水收集主管网

1200米，铺设污水入户收集管网 1700余米，

建设检查井 75 个，建设日处理 35 吨污水处

理站一座，承载农户的生活污水处理。

坚持因地制宜
打造美丽庭院

建设美丽乡村，为群众留住鸟语花香的

田园风光。

走进宁国市港口镇西村村，沿着青石板

路，一座白墙黛瓦的皖南古民居出现在眼

前，屋檐下一排大红灯笼微微摆动，墙角处

的紫色花架引人注目，庭院里还摆着几张欧

式长椅和秋千，中西结合的设计风格为古宅

增色不少。

西村村是宁国市的“网红村”，不一样的

村景，源于该村开展的美丽庭院创建工作。

2016 年，西村村被列为镇“美丽庭院”创建

试点。西村村党总支鼓励村民对自家庭院

进行艺术改造，并给予适当补助，艺术元素

开始融入西村村的生活。2017 年，西村村

邀请专业团队，以“遇见童年的自己”为主

题，在院墙上进行 3D 绘画，让这里成了“网

红打卡”地。每到周末，不少市民会来村里

寻找童年记忆。

之后，西村村通过政策奖补、土地流转，

鼓励大户统一进行农作物种植，保持田园风

貌的完整性。同时，还引入社会力量，对村

里的闲置、废弃房屋进行艺术化改造，古风

馆、光影艺术馆等陆续建了起来。

变化的不只是村里的建筑，文艺活动也

逐渐丰富起来。每年 4月，皖南花鼓戏文化

周如约而至。剧团联合舞蹈队、龙灯队为村

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文艺表演。此

外，还有“年味·西村”“田园大秀场”“梦幻·

西村夜”等活动……

宁国市副市长、港口镇党委书记李华

说，通过一系列活动，西村村形成了独有的

艺术 IP，入选了宣城市“十大美丽乡村”，今

年年初，正式获评国家 3A级景区。

美丽乡村不能千村一面，应该保留乡村

特色风貌，尊重乡村现状，让群众在乡村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旌德县旌阳镇柳溪村是一个普通的皖

南山村，村里随处可见装修精致的三层小

楼，门前的苗圃里，花花草草长势喜人。

为打造良好人居环境，柳溪村定期开展

村庄道路、水体沿岸、庭院和村庄周围绿化，

村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0%，道路、河渠绿化

率 90%。“绿化主要以地方果树、乔灌木为主，

并具有乡村特色。”柳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姚洪武告诉记者，该村在乡村建设中

不搞简单化、一刀切，而是采取“一宅一策”，引

导村民在房前屋后以及闲置空地建设“小菜

园”“小花园”“小果园”“小竹园”等绿化景观。

各家各户可根据自己喜好，自由选择门前种

植花卉的品种，营造出整洁美观的人居环境。

柳溪村村民杨冬明家的院子面积狭长，

在靠近围墙的地方，用篱笆围起一片长长的

菜园，里面长满瓜果蔬菜，还开着各式各样

的鲜花，煞是好看。“我女儿在市里上班。但

我没有选择在城里买房，而是把自己的积蓄

都用在装修农村这套房子上。现在，村里的

环境美，家里的装修也很好，我过得很舒服

很开心。”杨冬明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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黟县洪星乡红光村高标准茶园基地黟县洪星乡红光村高标准茶园基地。。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胡国权胡国权 摄摄

丰收时节的宁国市港口丰收时节的宁国市港口

镇西村村一景镇西村村一景。。

（（宁国市委组织部供图宁国市委组织部供图））

农村美不美，环境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生

存质量和生活品质。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许多农村基层党

组织着力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

护，在提升“颜值”中，让乡村振兴充满“期望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