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留住乡韵乡愁 提升乡风乡貌 

——常熟市打造“千村美居”工程 

乔小力 

江苏省常熟市农业农村局 

自 2020 年 3 月以来，江苏省常熟市全力实施农业农村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千村美居”工程，聚焦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突出共建共治、村美人和，统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更新、农房翻建、河道整治、污水治理、村庄

绿化、风貌塑造等，打造具有江南特色的美丽乡村。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14.9 亿元，入库 925 个自然村组，通过验

收 861个，完成道路铺设 527公里，河道清淤疏浚 168公里，河塘驳岸建设 259公里，拆除违章建筑 86.24万平方

米，新（改）建公厕 897座。获得苏州市三星级康居乡村命名 322个，碧溪街道留下村获评苏州市康居特色村，新

增苏州市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示范镇”1 个、“示范村”13 个，并于 2020 年 8 月率先通过全省第一批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验收销号。 

“千村美居”工程获评“2020 苏州十大民心工程”，亮点重在四个“突出”。一是突出“广”。坚持普惠性、广覆盖、全

市域推进，对面上所有自然村庄进行整治，同时按不同村庄类型因地制宜，重点做好面广量大的“宜居”村庄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突出“力”。市财政确保每年不低于 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千村美居”工程，市级奖补资金总额预计将突破 25亿元。三是

突出“人”。始终把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过程，规范履行民主程序，积极营造共建共治共享氛围。

四是突出“美”。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美丽庭院、美丽菜园、村庄绿化等建设，以“一条河、一条路、一片田、一个村落”

的“四个一”工程为抓手，打造美丽宜居村庄。 

挂出“作战图”，引导“大联动” 

坚持党建引领。全市建立党员干部“宅前屋后三包”示范制度，党员干部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和长效管理，强化纪委督查问

责机制；以“全域覆盖、全面发动、全力保障、全民参与”的“四全”模式，开展“人人参与，净美家园”专项行动，形成“机

关部门围着村、社区转，村、社区围着群众干”的工作局面。 

强化统筹联动。市领导高度重视，部门各司其职、协同推进，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再加码、再升级。统筹推进美丽庭院、

美丽菜园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治理 PPP 项目，全面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推动存量建设用地复垦复耕及村庄

绿化，共同助力“千村美居”工程。 

创新激励方式。市级通过暗访督导、第三方考评等方式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评，公布自然村“红黑榜”，强化考核结

果运用，纳入年终考核，激发镇、村抓落实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找准“发力点”，激发“魅力值” 

坚持分类施策。以“限额规划设计为主，必要项目适当增加投入为辅”为指导理念，根据村庄区位、整体风貌、文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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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参照村庄规划类型，做细做优规划设计方案，引导不同类型村庄差别化发展，分类推进。 

打造重点亮点。潜心挖掘特色，重点打造示范亮点。董浜镇以“可食蔬菜地景”代替“村庄绿化”，开辟特色产业新途径；

辛庄镇积极探索“由点到面”“连点成片”的建设思路，打造“千村美居”示范带。 

突出经验引领。邀请美丽乡村建设领域专家开展专题培训；制作下发“千村美居”工程指导手册和成效展示图册，为各地

提供参考借鉴；开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专栏、制作“千村美居——美丽常熟基层行”等节目，以典型引领“千村美

居”工程向纵深发展。 

推出“长效法”，力促“广受益” 

统筹推进夯实长效根基。印发《关于加强“千村美居”长效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及考核实施方案，形成层级清楚、职责

明确、奖惩分明的长效管理考核督查机制。发挥政协民主监督特色优势，结合“有事好商量”品牌，建立“组合式协商，参与

式监督”“千村美居”长效管理机制。 

督导考核推动成果巩固。成立市级长效管理专班，对已验收村庄开展“回头看”，进行打分排名并通报，督促各板块落实

专项经费、明确责任主体，以考核促进各项工作落实，切实提高农村环境长效管理水平。 

群众参与提升治理成效。探索环境卫生“村规民约”、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积分管理等举措，开展“最美庭院”“星

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推行“村两委+乡贤”议事模式，通过张贴乡贤捐赠榜等办法，广泛汇聚乡贤能人参与村庄建设的共识，

2020年各镇村乡贤捐资捐物达 1650万元。 

2021 年，常熟市继续大力推进“千村美居”工程。一是狠抓环境提升。进一步落实村主体责任，开展日常巡查，把卫生保

洁、规范建房等工作常态化抓下去，确保环境整治真正取得实效。同时，常态化开展“人人参与，净美家园”村庄清洁行动，

不定期由领导带班参加联系村的人居环境整治。二是推进乡村建设。对照苏州 2022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任务，

按照“项目目标化、目标节点化、节点责任化”的原则，将任务层层分解，将责任逐级明确，指导乡镇按照年度实施计划，对

照建设标准，统筹考虑生活污水设施建设、河道治理、村道建设、线路整理、农房翻建、村庄绿化、长效管理等工作，提高工

程建设质量和效率。统筹推进特色精品乡村、特色康居乡村、特色宜居乡村以及特色康居示范区等建设。三是夯实长效管理工

作。坚持“常态整治”与“长效管理”齐步走，每月开展常态化考核，实施“红黑榜”制度，贯彻落实好党员干部“宅前屋后

三包”示范制度。深化村民议事机制，拓宽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充分调动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热情。结合“星级文明

户”“美丽庭院”“优秀党员户”创建，将村民的文明行为和民主参与同村集体福利分配挂钩，明确村民管理维护村庄环境的

责任和义务，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