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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和 远 方 就 在 美 丽 乡 村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十年前，除了主街道有下水道外，其他街道时常污水横流，村民的

生产物资、各种垃圾在家门口随意堆放；十年后，大街小巷从水泥路到

柏油路，绿化带、文化墙装点出美丽街区，环卫工人和洒水车构成点面

结合的全方位保洁模式，老年活动中心、百姓大食堂、生态化停车场、游

园、文化广场、环村绿色步道，让这个汝河岸边的明星村靓丽多彩。

温泉镇朱寨村的美丽变迁，正是我市农村人居环境十年来沧桑巨

变的生动写照。

“我的养猪场是订单生产，饲料、疫苗等都是正大集团提供

的，将来出栏时销售不愁。”近日，在位于庙下镇北刘村南侧的海

波养殖有限公司门口，负责人崔国强笑着说。而往西走 200米，
就是养鸡大户崔成国的养殖场。记者注意到，大部分养殖场都建

在离村子较远的地方。

“我们村土地石头较多，地质条件不是太好，所以村民为了

增收，发展养殖产业积极性较高，目前村中有养猪大户 4户、养
鸡大户 8户，另外还有一些养牛、养羊的散养户。每年初步测算，
养殖类产值在 3000万元以上。这些养殖场最初选址时都建在离
村庄较远的地方，既可以让村民增收致富，又避免了对村庄环境

的污染。”村党支部书记刘晏志告诉记者。

远处青山空濛，近处梯田如诗。干净整洁的环形水泥村道，

沿街绿树红花，山坡上粉红的柿子宛如天上点亮的街灯……秋

日走进大峪镇下焦新村，犹如步入一首田园诗意中，让人流连忘

返。其中诸多变化，得益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深入推进。

十年来，我市精雕细琢、持续推进村容村貌提升，通硬化路

的行政村比例 100%，通硬化路的自然村比例 81%；乡村绿化覆
盖率 30.13%；397个行政村村内主要场所实现亮灯，占所有村庄
89.4%。建成国家级卫生乡镇 1个、省级卫生乡镇 9个，占比
67%。

白墙黛瓦，错落有致的女儿墙，爱晚亭、流觞亭，小桥流水，

碧湖风荷，曲径通幽，花木葳蕤，走进温泉镇张寨村古色古香的

游园，仿佛进入了一个时空穿越的江南园林之中。

穿过巍峨的仿古石牌坊，整洁的村街两旁，镂空隔离带内的

花木随风摇曳，送来淡淡花香，沁人心脾。沿街房屋，白色的墙壁

上，彩绘的壁画与摇曳的花木交相辉映。身穿橘红色工作服的环

卫工人走街串巷，洒水车在轻快的乐曲中倾下一地清凉。村子北

侧，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红色步道上，村民们悠闲健身；广场上，一

群大妈广场舞跳得正欢。

在不断提升人居环境的同时，张寨村谋划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2020年规划建设集旅游休闲、林果采摘、垂钓观光等于一体
的观光农业，目前，一期项目今年 6月初见成效。

我市各乡镇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在尊重村民意愿基础上，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和参与性，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不

竭动力。

要颜值，更要气质。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践中，我市各

乡镇根据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努力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培育美丽经济，助力富民兴

村。

云堡妙境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游古寨、赏汝瓷、品云

端咖啡，夜宿山居民宿。河南中旅集团推出的假日游优惠活动，

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山水高端民宿。

美景汇聚了人气，促成了美丽经济。通过“乡村旅游 +”经
济，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反向促进人居环境的整治再提升，环

境再优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个惠及千家万户，庞大、复杂的工

程。在推进过程中，全市各乡镇充分利用电视、传单、标语、微信

和群众大会，党员干部上门入户，宣传引导农民群众积极参与。

党员干部干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共同治理，让村民感受到实

实在在的变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得到群众的普遍赞许，群众获

得感和满意度大大提高，广大农村“人人爱环境、户户比清洁”的

氛围越来越浓。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十年来，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正稳步推动，一批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不断破茧，诗和

远方，就在愈变愈美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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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昔日的农

村面貌已经成为历史。米庙镇石槽王村，干净

整洁的柏油路街道，每隔 30米就有一个垃圾
收集桶，家家户户门口绿树花草掩映。“现在

家里的厕所都是水冲式，家中的蚊蝇也不见

了，房前屋后都非常干净，想出门村口就有公

交车，如今生活在农村跟城里没啥两样儿。”

村民李大妈说出了自己的切身感受。

村庄洁净了，居民生活才会更舒心。事实

上，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过程就是提升居民

生活品质的过程。漫步在宽阔平坦的柏油路

上，只见规划整齐的居民小院，街心游园、农

耕文明展示院落、整洁有序的村容村貌……

如今的石槽王村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环境整治

带来的巨大变化。

2016年以来，我市启动 444个行政村市
场化保洁运行模式，把握收集、分类、运输、处

理等关键环节，探索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累计摆放分类垃圾桶

43184个，新建改建垃圾分类站点 15个，建设
村级回收网点 385个，阳光堆肥房 1座，简易
堆肥池 31座，组建乡级专职分类队伍 13支。
整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 39处，初步形成了农
村生活垃圾长效治理体制机制。一批“美丽示

范乡镇、美丽示范村、美丽示范户庭院”逐步

展现，古老的乡村绽放出崭新的姿态。

走进焦村镇槐园新村，绕过古色古香的

影壁，穿过绿树红花掩映的通幽小径，两边山

坡上，高低错落的白墙黛瓦徽派建筑，宛如一

幅写实的水墨画，展现在记者面前。“4年多
来，槐园新村不断对村内基础设施进行提升

改造，村民们的家园意识明显提高。地上有了

垃圾，路过的村民都会主动捡起投到垃圾桶

里，绿化带里有了杂草，有村民不声不响就去

清除了，花木该施肥时，只要村里一声招呼，

村民都会群起响应。”村党支部书记吕松合笑

着说道。

一幅幅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画卷背

后，处处体现着市委、市政府立足民生、改善环

境的魄力和智慧。十年来，我市始终把美丽乡

村建设作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重点，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模式不断提升。全市逐步建立起

“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市处理”的城乡环卫

一体化处理体系。农村环卫设施及保洁员队伍

实现全覆盖，全市农村陈年垃圾彻底清理，所

有村庄生活垃圾实现无公害化处理。

污水横流，是人们印象中农村普遍存在

的环境问题，也是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活

问题。为此，我市建设村级无动力三级沉淀污

水处理设施 231座，农村污水收集处理率达
63%，乡镇政府所在地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7座，村庄污水排放得到有效管控。

秋风染黄了田里的大豆，吹拂着欣欣向

荣的乡村。

阳光温暖地倾洒着农家院落，寄料镇太

山庙村 70多岁的村民宋大爷，走进带有水冲
式便池的干湿分离卫生间，用拖把轻轻拖起

地上的灰尘，“这种厕所太方便了，又不臭又

好打扫。”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全市农村总户数

21.37万户，2018年以来，我市累计实施整村
推进行政村 95个，完成户厕改造 6.55万户，
全面完成省定改厕任务。农村卫生厕所达到

14.69万户，卫生化厕所普及率达到 85.26%，
拥有公共厕所行政村比例 85%，建立农村公
厕运行维护机制行政村比例 100%。

寄料镇平王宋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