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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以马喇镇为例
1
 

谭小花 

(中共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员会党校，重庆 400051 ) 

【摘 要】依据新时代的农村振兴战略和建设美丽乡村的要求，基于生态模式下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切实改善农

民生活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城镇化的推进与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农村的发展，即人居环境的综合

整治，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仍面临很多问题。本文针对马喇镇农村人居环境展开讨论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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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结合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和乡村振兴战略，进ー步推广浙江好的经验做法，建

设好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深入实施农村入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广

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根本的利益问题，更是顺应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的必由之

路。 

1 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义重大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我们必须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

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扎实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美丽马喇。 

1.1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需要，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学习浙江经验，多举措改

变农村脏乱差现象，多渠道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多形式构建人与_然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美丽

乡村发展新格局的重要举措。 

1.2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内在要求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是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福祉作为根本出发点，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着力改善农村形象和群众生活环境，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持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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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抓手 

坚持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加快把马喇建设成为山

清水秀之地，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2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几年城市靓区战略的实施和市级卫生镇的创建，辖区环境卫生显着提升，群众素质明显提高，卫生习惯初步养成，

全镇的生态环境和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明显改变，但在深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ー是思想认识还不够到位。少数村（居）没把这项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有厌战、畏难情绪，工作推进不平

衡。ニ是机制还不够健全。村（居）主要领导责任落实不够到位，镇上督促检查不到位，与区级帮扶部门的上下联动不够紧密，

齐抓共管相互配合层层抓落实的格局没有真正形成。三是群众参与度不高。宣传氛围不够浓厚，政府热、农民冷，上面干、下

面看，群众的主体作用未发挥出来。四是示范带动不明显。缺乏拿得出手的“展品”，个别评选出的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院内环

境卫生保持较差，没有凸显出示范形象。五是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垃圾箱体、污水处理设施、卫生厕所等设施设备不完善，交

通、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六是群众不良习惯较为突出。群众主体意识、卫生意识、环保意识较差，不良生活习惯难

以扭转，随手倾倒垃圾、乱泼污水的现象较为普遍。 

3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生态宜居乡村的建议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是引领，厕所是“革命”，垃圾污水整治是基本，村容村貌是要求，机制体制是保障。作为全市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三类地区，整治目标是到 2020 年农村人居环境有效改善，90%以上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到 80%左右。为实现整治目标，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努力。 

3.1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六大行动 

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深入抓好六大行动，ー项ー项抓落实。一要加快村规划编制工作，突出村规划的指导作用，

突出解决农村乱涂乱绘乱搭建现象，按照区上要求今年 100%完成村规划编制工作。ニ要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因地制宜引导

农户新建和改造标准卫生厕所，全面完成卫生厕所建设任务；合理布局公厕；做好农村改厕与生活污水治理、畜禽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的有效衔接，推进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三要全面提升农村垃圾治理水平，继续推行“户集、村收、

乡镇转运、区域处理”模式，完善垃圾收运配置，提升收运处理能力；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实现生活垃

圾有效治理率达到 90%以上。四要有重点、有次序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结合河长制、村庄清洁行动，开展房前屋后的坑塘沟

渠清淤疏浚和农村污水坑、臭水沟的治理，采取多种形式治理分散污水，继续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五要着カ提升村容村

貌，深入实施农村“五改”，大力推进“净化、绿化、亮化、美化、畅化”，开展美丽庭院、文明卫生户创建评比，加大“十乱”

行为的清理整治。六要创新推动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强秸秆就地还田利用，加强废弃农膜回收利用。 

3.2做好宣传发动，营造浓厚氛围 

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作用，持续开展文明家庭、文明院落、清洁户等评选，引导村民群众养成卫生习惯，提高文明素养，

营造比学赶超的整治氛围。充分发挥广大青年、志愿者的作用，开展文明乡风行动、志愿服务等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搞好室内

外环境卫生。推动村庄清洁行动进校园，通过中小学生带动家庭成员、左邻右舎、亲朋好友主动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常态化开

辟宣传专栏，在全社会形成关心、支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良好舆论氛围。 

3.3强化组织保障和政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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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的ー项重点エ作抓紧抓实，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双组长”制，建立

健全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农业服务中心牵头抓总、村（居）和相关科室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建立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长效机制，加大督导检查カ度，对各村（居）坚持“月调度月通报月排位”考核评估机制，对推进不力、行动缓慢的村（居）

发放流动灰旗，并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加大资金筹措カ度，积极争取区级帮扶部门资金投入，加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鼓

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利用好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多管齐下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问题。发挥好村级各类组织作用，鼓励

农民投工投劳，构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民事民享的多层次协商格局。 

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好的环境对于农民的身心健康，提髙内心幸福感，

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当前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需要实施有力措施，完善政府职能，加强宣传力度，

用实际行动为建设美丽乡村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