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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徐州品牌” 

王健 

江苏省徐州市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徐州市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战役”，以实施“十大提升工程”为抓

手，以“百村示范、千村达标、万户集中居住”为引领，大力组织开展以“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创建

文明示范户、生态示范村、卫生示范镇”为主题的“三清三创”活动，牢固树立“四个坚持”工作导向，全面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全市农村环境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一是村容村貌更加靓丽。行政村生活垃圾保洁收运体系实现全

覆盖，“每人每月一元钱，农村垃圾全扫完”的长效市场化保洁机制逐步完善，农业生产面源污染治理持续推进，

农药、化肥施用量逐年降低，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了 90%，农村“脏乱差”的状况逐步改观。二是村民生活更加舒

心。农民住房条件有效改善，户厕公厕新建改造全域推开，“四好农村公路”建设扎实推进，农村区域供水入户率

99%以上，城乡供水一体化入户率全覆盖，群众生活条件持续提升。三是空间利用更加高效。创新抓好公共空间治

理这一自选动作，累计拆除违建 793万余平方米，清理回收集体资源资产 71.6万亩，房前屋后、沟道两旁各种“乱

象”得到有效遏制，既化解了一批权属不清的资产纠纷，又理顺了村民的不满情绪，村风民风更和谐。四是特色亮

点更加突出。培育形成了农房改善“睢宁模式”、空间治理“邳州方案”、环境整治“铜山样板”等一批先进典型，

创建省级美丽宜居乡村 812个，建成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39个、市级特色田园乡村 47个，各地各类特色鲜明的宜居

乡村不断涌现。2020年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场推进会、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场推进会相继在徐州市召开。 

统筹规划，内外兼修 

坚持谋定后动，绘好“路线图”。指导各地结合镇村规划布局调整，统筹考虑当地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土地利用、生态

保护等因素，对照特色田园、美丽宜居、整治达标三种类型，逐一确定整治方向和标准，列出项目化目标任务清单，做到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一村一案，全市 10003 个村庄制定完成了整治“项目表”“路线图”。注重内外兼修，不断丰富乡村美的内

涵，将生态宜居与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通过整治农村“小环境”，带动

城乡“大发展”。 

坚持统筹推动，下好“先手棋”。深入贯彻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要求，市、县两级分别制定了乡村振兴实施规

划、成立了实施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列为“一把手”工程，市委

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调研、亲自部署；分管领导定期调度、不定期调研。建立了市人居办牵头抓总统筹、市级相关部门各

履其职、各专项工作组各尽其责的工作机制，明确了联席会议制度，实行一月一通报、一季一督查、一年一评估的推进机制，

市级层面形成了工作推进的强大合力。同时，通过组织现场观摩、加大工作考核、强化舆论引导等方式，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浓厚氛围，构建各地齐抓共管、共同推进的生动局面。 

坚持问题导向，打好“攻坚仗”。聚焦农村生活垃圾乱堆乱放、“厕所革命”不深入、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率低、环境整治

形式主义等突出问题，结合省委乡村振兴专项巡视和国务院督查反馈情况，制定专项整治方案，明确包挂责任领导，细化整改

内容，切实补短补软。累计拆除农村违建 793万平方米，清理回收集体资源资产 71.6万亩，农村区域供水入户率全覆盖，行政

村生活垃圾保洁收运体系实现全覆盖，“厕所革命”整改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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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系统提升，建好“样板田”。将打造特色田园乡村作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示范工程，联动开展省、市两级特色田园

乡村创建；将农房改善作为人居环境整治的标志工程，持续加大农房改善建设力度；将公共空间治理作为人居环境整治的创新

工程，全域推进公共空间治理；打造出一批国字号的示范工程，铜山区倪园村被评为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贾汪区马庄村被评

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睢宁县高党村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初步形成了农房改善“睢宁模式”、空间治理“邳州方案”、

环境整治“铜山样板”等一批先进典型做法，沛县农村垃圾分类治理做法得到国务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督查组充分肯定。 

因地制宜，亮点频现 

徐州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过程中，因地制宜，开拓创新，整治工作亮点频现，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形成许多

经验做法。 

以农房改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睢宁模式”。睢宁县打造“1+5+10+138”居住模式。全县规划为 1个主城区、5个中心镇、

10 个特色镇和 138 个农村社区，通过进城入镇、搬迁新建、改善提升等模式，改善农民住房条件，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目前，

已建成 61 个（含县城）安置区，新增耕地 4.72 万亩，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配套齐全、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新农村，改善

了农民住房条件，提升了农村人居环境，节约集约了土地，促进了产业发展，创新了农村社会治理。 

以“百千万”工程示范引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铜山模式”。“百”，就是按照“十有”标准，打造 100 个左右人居环

境整治示范村；“千”，就是按照“六无”标准和“三清一改”要求，打造 1000个人居环境整治达标村；“万”，就是实施万

户改善住房条件工程。通过百村示范，强力打造一批示范典型，引导形成村庄产业发展新业态，把生态变成摇钱树，把田园风

光、湖光山色、秀美乡村变成聚宝盆，引领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序有力推进。 

以创新农村垃圾治理推动人居环境整治的“沛县模式”。沛县积极探索垃圾分类设施建设模式和处置方式，建立了“户分

类投放、村分拣收集、镇回收清运、有机垃圾生态处理”的治理模式，实现了农村垃圾治理减量化、资源化、长效化。探索形

成“一人一月一元钱，农村垃圾全扫完”的农村市场化保洁机制。县财政按农村人口一人一月出一元钱、镇财政同样出一元钱、

动员村民按一人一月一元钱的标准筹集垃圾处理费（低保户除外），通过招标选择物业公司承担农村保洁，建立起可持续的市场

化保洁机制，保障全县垃圾收运体系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正常运行。 

以“公共空间治理”为切入点创新人居环境整治的“邳州模式”。邳州市积极探索、创新作为，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大走

访、大排查，把公共空间治理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切入点，将农村公共空间治理与基层组织建设、增加集体收入、社会

综合治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时代文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一子落而全盘活”的效果，走出以“党建+”为统领、以“公

共空间治理”为切入点的邳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路径，取得了显著成效，邳州的治理经验成为全国学习的典型。 

聚焦重点，持续发力 

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组织领导。坚持高位推动，实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把手”责任制，认真落实“市

负总责，区县主责，乡（镇）实施，村（居）为单位”的工作推进机制。进一步健全资金保障。指导各地统筹安排好各类用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专项资金，按照“渠道不变、统筹安排、集中投入、讲究效益、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原则，聚合财政

资金投入。积极争取国家专项资金，加大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保障能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多管齐下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问题。 

坚持聚焦重点整治。围绕国务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检查反馈的问题线索，在逐项抓好点上问题整改的基础上，认真对标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目标要求，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细致、扎实有效地开展“地毯式”排查工作，建立台

账清单，限时销号整改，防止出现整改“盲区”。扎实开展农村“厕所革命”，抓好农村改厕“整村推进”试点。加快治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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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活污水；持续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推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镇经验，积极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稳步推进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以推进“三清一改”为重点，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动。 

建立健全联合督导机制。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县（市）区年度考核，加强“季调度、半年督查、年终考核”工作

机制的落实，确保各项重点任务有序推进。建立分片包挂督导督查机制，市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城管局、水务局、卫健

委等，分片包挂 1～2个县（市）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定期赴包挂县（市）区开展督导督查，市人居办每半月对全市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通报 1次。借助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监督举报平台，加强对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全时空监督。 

构建立体化全覆盖宣传体系。坚持把宣传作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催化剂”，引导农民自主参与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优化宣传平台，借力现代技术手段，从网站报纸向微博、短信平台、公共微信平台、手机 APP 等宣传服务新平台延

伸，扩大宣传效果。打造宣传品牌，抓住空间治理“邳州方案”、农房改善“睢宁模式”、环境整治“铜山样板”，以及生活

垃圾分类治理的“沛县品牌”等宣传重点，加大农村人居环境的宣传力度、广度、深度，着力将人居环境整治“徐州经验”打

造成人居环境整治的“徐州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