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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五机制” 突出“四整治” 

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提升” 

王朝霞 

江苏省泗阳县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泗阳县县域面积 1418平方公里，辖 16个乡镇、3个街道、2个场、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涉农村（居）

226个，常住人口 82.25万人。2019年度获“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激励县”称号。 

2020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泗阳县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把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先手棋，高质量稳步推进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努力实现环境整洁常态化、管理

长效化、工作制度化。 

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保障机制 

高位统筹协调机制。根据工作需要，不断完善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联席会议职责、部门职责，高

位统筹，合力推进相关工作。面对 2020 年工作新形势，把疫情防控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有机结合，印发《致群众一封公开信》

《农村疫情防控应知应会》及人居环境整治任务清单等宣传材料 12万份，张贴标语悬挂横幅 3.2万幅，出动宣传车辆 4000次，

进行点对点宣传。 

细化目标落实机制。县委县政府提出 2020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争创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先进县”的总体目标，制定下发《泗阳县 2020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 5个方面整治重点，梳理了 28项

具体任务，细化了 29 项可量化指标，分解落实到部门和乡镇，并明确了相关要求及推进举措。先后出台了《泗阳县 2020 年农

村“厕所革命”专项行动方案》《泗阳县 2020年“五美庭院”建设专项行动方案》等文件，在县级层面形成“1+X”系列政策文

件。 

查弱项补短板机制。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自查工作，突出“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处理”等排查重点，做到举一反三，对排

查出的问题，深入剖析原因，准确查找症结，分类制定整改措施。先后开展了“迎新年、庆新春镇村环境整治提升、全民动手

清家园众志成城战疫情等活动，目前正在组织开展农村“厕所革命”、村庄环境整治、县乡道路环境等专项整治行动。 

健全资金保障机制。为有效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保障，县财政局成立了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

了《泗阳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管理办法》。2020年，全县精心筛选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 12大类 28个项目，计划投

入资金 18.03亿元。其中，省级以上财政资金 5.2亿元，县级财政资金 11.22亿元，乡级财政资金 1.61亿元。 

创新督查推进机制。一是观摩评比机制。按照“周督查、旬通报、月观摩、月评比”机制，每个乡镇（街道）每月集中整

治 1～2个村，每月县政府组织成员单位及乡镇（街道）集中观摩 1个村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现场点评、评分、排名。年

终综合考核排名纳入乡镇（街道）目标考核体系。乡镇每月开展村居观摩评比，建立村居红黑榜制度，评选一定数量“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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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并给予获奖农户一定物质奖励。二是督查曝光机制。成立运南和运北 2 个环境督查组，常态化对乡镇（街道）开展业务

指导、督查巡查，及时宣传典型做法，加大问题曝光力度，定期形成通报。对累计 2次排名末位的乡镇（街道），分管领导通过

电视表态，并在该乡镇（街道）召开现场会；对连续 2次排名末位的乡镇（街道），由县政府约谈政府主要负责人。三是以奖代

补机制。由县人居办牵头，对每月观摩活动中评比出的前 3 名乡镇（街道），分别给予 2 万元、1 万元、0.5 万元奖励；由县妇

联牵头，评出 10000户县级“五美”庭院，授予牌匾并一次性给予每户 100元日用品奖励；年终评选出 5个示范乡镇（街道）、

50 个示范村（居）分别给予 5 万元、1 万元奖励。四是长效管控机制。县政府常务会议、县长办公会定期听取情况汇报，按月

组织观摩推进会，现场通报工作情况，强化督查推进力度，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县对乡年度高质量发展目标综合考核

和党组织及党组织书记星级化考核范围，把“五级书记”抓推进落到实处；每月召开 1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会议，指导乡镇（街

道）完善整体设计，聚焦重点项目，加强统筹安排，将此项工作与镇村建设、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致富有机结合推进；各乡镇

（街道）建立“有人干事、有钱干事、有章管事”的长效管控机制，确保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果得到长效保持，不反弹、不突

击；由人居办牵头，对前期已开展集中整治的村进行“回头看”，对出现反弹的予以通报批评，已获得的荣誉予以取消。 

强化综合整治扎实推进“四治”行动 

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按照“减量优先、鼓励分类、城乡统筹、综合治理”的原则，全面建立“组保洁、村收集、镇集中、

县转运、县处理”的垃圾处置体系。全县按户籍人口 3‰的比例配齐保洁队伍 3066人，每个保洁员配备三轮车，镇级转运车 70

辆，县级转运车 16辆，定期维护更新，确保正常运转；积极探索推广“户分类投放、村分拣收集、有机易腐垃圾就地生态处理”

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扩大农村垃圾分类试点，年内新增省级垃圾分类全域试点乡镇 2个，改建新建垃圾压缩站 13个、垃

圾分类收集点 27个，新建农房改善垃圾分类示范点 16个。全县累计实施垃圾分类试点乡镇 3个，建成垃圾压缩站 23个，垃圾

收集站（点）226 个，垃圾分类收集点 35 个；深入开展以清理常年积存垃圾、清理河塘沟渠、清理农业废弃物、清除无保护价

值的残垣断壁、改变农民不良生活习惯为重点的村庄清洁行动，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无积存、无外溢；村干道沿线和农户

房前屋后无柴草杂物、白色垃圾、枯枝烂木；村内外公园绿地、沟渠河塘、水面坡岸等公共区域实现“五位一体”保洁，村庄

环境得到明显提升。 

治理农村厕所。全县共排查 151279万农户，已完成无害化户厕改造 140425万户，无害化户厕覆盖率 92.83%，改而未用 4454

户，旱厕 28928个（其中改厕户保留旱厕 18074个）。摸清底数后，按照“有序推进整体提升、建管并重、长效运行”的基本思

路，在全县迅速掀起新一轮农村“厕所革命”，充分发动群众，引导农民群众养成良好如厕和卫生习惯，完成农村户厕“三清

一改”。以村居为单位，全面清理农户已改厕仍保留的旱厕，全面清理保留村庄存在的旱厕，全面清理长期无人居住的“空关

户”、计划 2 年内搬迁和撤并的村庄存在的旱厕。村内未享受改厕政策农户的旱厕，一律纳入改厕范围；镇村规划搬迁、撤并

类村庄或到 2021年底能完成搬迁的村庄，不列入改厕范围，但对旱厕进行合理改造，或者配套公共厕所等设施，解决农户如厕

问题。结合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将已建、新建无害化卫生户厕逐步接管，进一步提高粪污无害化处理水平。加大无害化公

共厕所建管力度，农房改善项目区及涉农村居要实现无害化卫生公厕全覆盖，实行专人负责、定点定位管护，并按照三类以上

公厕标准对现有农村公共厕所进行改造提升。目前，全县已修缮恢复使用改厕 4454个，新改厕 6499户，拆除旱厕 27358万个，

全县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 96.1%。全县累计建成三类以上农村公厕 499座、旅游公厕 6座。全县拥有三类以上公厕行政村 170

个，拥有普通公厕行政村 56个，行政村公厕已实现全覆盖。 

治理生活污水。以规划保留村庄为重点，完善镇村污水处理“1+1、1+2”模式，对乡镇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扩容改造，续

建村级污水处理设施。污水收集管网配套，续建镇区机关、学校、医院、浴室、宾馆、饭店、农贸市场、垃圾中转站、集中居

住区和集中工业区的污水收集“十个必接”污水管网，建立健全长效运行维护机制。以村为单元，开展黑臭水体排查工作，建

立管理台账，明确黑臭水体名称、地理位置、污染成因，制定治理方案，通过控源截污、清淤疏浚、净化水体等途径，年内新

建生态净化塘 40 个、生态河道 10 条，实现岸坡整洁、生态绿化、水质达Ⅲ类以上。深入推行河（湖）长制向镇村延伸，加快

推进农村生态河道建设，疏浚河道 35 条，轮浚土方 304.58 万立方米。强化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从根本上解决导致水体黑

臭的相关环境问题，彻底消除村内黑臭水体，确保年底县考断面消除Ⅴ类和劣Ⅴ类。全县累计建成 130 个村级污水处理站和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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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接管村，162个行政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含接管），行政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71.7%。 

治理农业废弃物。推广秸秆“五化”综合利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9.8%；推进废旧农膜、农药包装物回收利用，年内新建

“六有标准化”农膜回收点 17个，管护到位，责任到人，正常运行，并建立回收处理台账。农膜回收率达 96.4%。辖区内 1212

个畜禽养殖场（户）综合治理实现“两分、三防、四有”全覆盖。按照“种养结合、以地养畜”要求，养殖场必须配套农业经

营用地，实现种养业有机结合、循环利用。年内规模养殖场治理率达 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100%。 

强化多措并举有效提升工作成效 

提升公共配套水平。围绕“净化、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建设，系统化实施区域供水、农村道路、公共照明设施、镇村

绿化等项目建设，开展农村电网、通信线路改造升级行动，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年内完成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38.51 公里、农村

公路安全防护工程 8 公里，村庄公共亮化 19 个，区域供水入户管网提升工程 206.99 公里。结合农房改善工作，大力提升农村

建筑风貌，持续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年内建成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3 个、美丽宜居村庄 22 个，省级绿美村庄 10 个；创建省

级及以上卫生乡镇 1个、省级卫生村 5个，创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村各 1个。 

提升村容村貌水平。打造一批样板村居、示范街区、最美庭院。培育创建“文明户”“文明家庭”，引导农民群众积极参

与环境整治。积极推进“五美庭院”建设，改善家庭庭院卫生状况，年内分别创建市、县级“五美庭院”示范村 10 个、9 个，

评选“五美庭院”10000 户。推行“1块钱保洁”责任制，每户每月缴纳 1元保洁费，提升群众爱护环境意识。 

提升长效管护水平。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机制，由县人居办牵头、相关单位配合、镇村两级为主体，多方参与、建

管并重、分类实施、系统治理，实现有齐全的设施设备、有成熟的治理技术、有稳定的保洁队伍、有长效的资金保障、有完善

的监管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