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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长效管护机制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刘献江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农业农村局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三年行动以来，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坚持目标导向，聚焦重点，协同配合，合力攻

坚，全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颜值”和“质效”显著提升，农户满意度显著增强，高水平小康

社会的根基全面筑牢。2020年 8月，六合区确认为省首批 20个完成三年行动重点任务县（市、区）之一。 

多措并举 

坚持高位推动。成立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区相关部门和街镇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一办五组”，切实抓好工作推进。街镇相应成立组织机构，具体抓好工作落实。 

借鉴他山之石。专程赴浙江省安吉余村、临安月亮桥村、横溪坞村，学习考察“千万工程”等经验做法，结合实际吸收借

鉴，加以应用。摄制《他山之石阔眼界笃定前行美家园》宣教片，拷贝 3000 份，发放到 9 个街镇、93 个涉农村（社区）、2549

个自然村以及区相关部门，组织观看，发动党员群众、乡贤、能人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区负总责、街（镇）抓推进、村（社区）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跟踪问效，压

紧压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责任。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既挂帅又出征，分管领导奋战一线抓落实，各街镇主要领导深

入一线当好“总指挥”，村（社区）党组织负责人既是前线“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区人居办、5个专项工作小组做好统筹

协调、分类指导等工作，帮助基层排忧解难，推进落实。 

创新统筹推进。在顶层设计上，印发《六合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工作方案》《2020 年六合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重点》《关于建立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推进工作机制的通知》等文

件，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纳入街镇年度高质量考核，作为区管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在实施路径上，按照以点带

面、项目叠加、资源盘整的思路，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任务建设，努力实现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绿色产业发展融合

共进。在投入渠道上，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创新机制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探索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 PPP模式，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总投入约 60亿元。在工作推进上，设立区级专项激励资金，完善“街月查、区季考”

考核评价体系，聚焦重点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严格督促检查，强化结果运用，推动重点工作落细落实落地。 

落实常态长效。总结推广疫情防控、基层治理“1+1+3”经验做法，强化党建引领，全力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常态长效。深化

区级机关与村级党组织结对共建，进一步推动党员干部“进网入格”、下沉一线、服务基层。紧紧依靠农民群众，广泛动员全

社区力量，大力营造浓厚氛围，引导农民养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严格按照“五有”要求，落实长效管护机制，坚持制度管护、

定期维护、专人看护，切实巩固和提升工作成效，保持农村人居环境长久干净整洁有序。 

成效明显 

垃圾治理取得实效。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闭环体系，开通 33 条“公交化”收运专线，设置 1265 个生活垃圾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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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9个有机垃圾资源化处理站、9个垃圾分类收集分拣站、1座区大件分拣中心和 98个低附加值兑换点，全面实行“农户初分

+保洁员上门收集”模式，全区涉农村（社区）、自然村生活垃圾直收直运实现全覆盖。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覆盖率、生活垃

圾密闭收运率、无害化处理率均达 100%。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已开工建设。 

污水治理加速推进。紧扣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自然村实现全覆盖目标，突出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在 2019年规划布点村生活

污水治理实现全覆盖的基础上，2020 年全面实施非规划布点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截至目前，一期 143 个 EPC 项目全部完成；

二期 PPP项目 682个已开工建设，2020年底覆盖率达 70%,2021年实现全覆盖。同时加强户厕改造与污水收集无缝衔接，全力补

齐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短板。 

户厕改造得到加强。2019年农村户厕无害化改造全面完成，户厕无害化普及率达 99.9%；累计完成新改建农村公厕 176座，

8座正在抓紧收尾。切实加强农村厕所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努力实现全覆盖，农村户厕无害化改造已实现一户一档信息化管理，

无害化卫生户厕改造顺利通过省爱卫办验收销号现场核查。 

村容村貌显著改善。对照“四清一治一改”要求，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动，村容村貌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累计发动 35.9

万人次，清理河塘沟渠 1200 万方，清理各类垃圾 9.61 万吨，拆违、治乱、整破 2.4 万处；自然村与农户签订“门前三包”承

诺书实现全覆盖；建成省市级美丽乡村 237 个，正在建设市级美丽乡村 107 个；整村推进示范村创建正在有序推进；创建省级

特色田园乡村 2个；在建市级田园综合体 1个；创成美丽庭院 6301户；完成农村道路提档升级 350多公里，建成乡村林荫道 485

公里，获江苏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区称号；完成耕地质量提升面积 22万亩；建成国家森林乡村 3个，新增成片造林 4万多亩，

16.1公里长江岸线专项整治任务全部完成。 

清洁生产得到提升。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强化农业清洁生产，印发《六合区推进农业生产全域绿色化实施方案》，开展畜禽

养殖废弃物资源利用，全区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治理率 100%；大力实施秸秆能源化、肥料化等多种形式利用，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率 95%以上；开展地膜减量茬口优化模式示范推广，健全废旧农膜回收站 10 个，废旧农膜回收率 91.5%；持续开展农药、

化肥“两减”行动，农药、化肥使用量较 2015年均下降 15%以上。 

长效管护全面落实。按照“五有”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长效管护机制，全区 93个涉农村（社区）

都实行长效管护，42个村（社区）开展第三方市场化服务，51个村（社区)开展自行管护，日保洁 2～4次，落实管护经费 9882.34

万元。 

提升对策 

六合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措施有力，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进一步提升。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

务重，村容村貌提升压力大。截至目前，建成省市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宜居村）237个，建成村占规划布点村比例仅有 28.6%，

与市定目标差距较大。农村长效管护运维难度高。村民传统习惯较为保守，长效管护运维工作难以到位等。今后将从三方面着

手建立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运维机制。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短板抓攻坚。对标找差，补齐短板。对照区级考评反馈的问题清单，对标找差，督促街镇采取有针对

性的整改措施，限期逐项整改，确保问题清单全销号。全面排查，巩固提升。结合考评反馈，督促街镇开展工作“再回头”，

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发现问题，找准症结所在，迅速整改，确保类似问题全整改、不反弹。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牢牢抓住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抓紧抓实抓细，在收官阶段集中力量打好歼灭战，务求取得实效。 

坚持目标导向，聚焦重点抓落实。“全闭环”抓好垃圾分类。大力整治农户垃圾分类乱投放、柴草乱堆乱放、农业废弃物

以及家前屋后环境，着力完善自然村保洁机制和规范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引导村民做好垃圾精准分类、投放。“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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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污水治理。加快推进一期 143 个 EPC 项目验收运营。全速推进二期 682 个 PPP 项目建设，力争早建成、早运营、早受益，

确保年底完成自然村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 70%任务。“全覆盖”抓好厕所革命。结合户厕无害化改造“再回头”，加大粪污资

源化利用，加强户厕改造与生活污水处理的有效衔接，协调推进农村公厕和旅游公厕建设，“全覆盖”抓好厕所革命，真正把

这项事关农民生活品质的民生工程办好办实。“全方位”抓好村庄清洁。持续加大“四清一治一改”工作力度，加快推进美丽

乡村宜居村、整村推进示范村、美丽庭院创建，巩固农村环境净化、绿化、美化成果。 

坚持系统导向，聚焦长效抓管护。压紧压实整治工作责任。按照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要求，对照区级部门分工、街镇工

作职责，坚持“区负总责、部门抓协调、街镇抓推进、村（社区）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问责问效，进一步压紧压实“一办

五组”、9 个街镇、93 个村（社区）工作责任，确保责任落实、监管到位、质效提升。用好用活考评“指挥棒”，通过考评推

动工作常态常效。抓实抓细长效管护。借鉴推行现代乡村治理模式，进一步落实好长效管护模式，拓展市场化第三方服务覆盖

面。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开展村民自治，引导广大党员群众、乡贤、能人积极主动参与，实行街镇、村（社区）、

第三方、农户、乡贤、能人六方联动，形成“人人参与、家家行动、户户受益”的浓厚氛围，推动长效管护规范化、制度化、

全域化、长效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