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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抓共管显成效 打造精品暖民心 

奉贤区综合施策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工程 

黄志刚 杨佳逸 

奉贤作为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之一，紧紧围绕“人民生活一切美好”，坚持“需求导向、效果导向”，

按照“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的要求，以更高标准、更高水平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工作，力求以优异成

绩答好“民心工程”这道人民交给我们的“必答题”。 

一、明确目标、狠抓落实，争先创优形成比学赶超良好氛围 

一是不断加强组织领导。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工程，多次召开全区推进大会，部署具体任务，确保干部

队伍建设，保障公共财政投入，切实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的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理机制。推动落实“挂图

作战”“建管并重”，把优化工程纳入对各地区的乡村振兴考核中、纳入对基层干部的年度考核评价中，确保优化工程“有清

单、有任务、有考核”，各项任务“有目标、有节点、有责任主体”。同时，全区加强督查督导，定期组织开展区级督导检查、

镇级交叉检查等举措，邀请区人大、区政协共同参与督查工作，实行每月通报制，公布得分排名，压实主体责任。 

二是不断形成合力推进。围绕区内实际情况，制定下发《任务清单》和《实施方案》，明确优化工程 18大类 46项细化任务，

并进一步将硬性指标任务量化细化分解到区级职能部门以及各街镇、村，落实相关责任制度。贯彻落实“半月调度月报告”和

“倒排进度挂图作战”工作要求，全面推进市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工程涉及考核的 10 项硬任务指标，强化部门联动、上下合力，

汇集力量协同推进环境优化提升，确保工程类项目有效推进，补齐我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2021年，全区完成村庄改造 2.76

万户、“小三园”建设 3654户、杆线序化 49.192公里、新改建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75个、村内破损道路改造 104公里、村内破

损桥梁改造 60座、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5522户、公路提档升级改造 57.29公里，启动 2个生态小流域建设。 

三是不断强化资金保障。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集中投入、各负其责、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要求，各方协作，上

下联动，进一步梳理优化工程涉及项目，统筹安排各类功能互补、用途衔接的优化工程资金投入，通过区级宏观指导和镇级自主

统筹的有机结合，实现领导真重视、基层真落实。2021年在村改任务基础上，全区共实施项目 125项，投入 6.35亿元，确保资

金真落实、群众真满意。 

二、把握重点，综合施策，齐抓共管确保“优化工程”取得实效 

一是立足村庄改造工作，全面夯实乡村风貌底色。2021年，奉贤区以 2.76万户村庄改造为基础，点上优化、串点呈线、由

线及面，全力补齐农村建设尚未覆盖到的区域短板，提升乡村整体风貌，致力打造乡村舒适生活圈，提高广大村民生活质量。自

村改项目任务下达开始，各部门紧抓各环节，全力督促各街镇有序加快推进，严格把控时间节点，有效推进各项工作，全年累计

完成 3654户小三园建设、杆线序化 49公里、新建公共服务设施 75个、翻建及提升乡村道路近 312公里等重点任务。 

二是打造高品质美丽乡村，为新江南风貌塑形铸魂。美丽乡村创建坚持“原生态”“原风貌”，在“塑形”“铸魂”上下功

夫，体现江南韵味、水乡特色，让农村地区从“干净整洁”向“生态宜居”“产业富集”转变。立足“筑巢引凤”，乡村建筑融

入本土元素，引领乡村整体风貌提升，又适宜总部企业办公，如淳之文化、英科中心、渔沥林盘等乡村总部建筑成为乡村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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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性建筑，成为乡村旅游网红新打卡点。2021年 9个村成功创建市级美丽乡村，成功创建数量全市第一，全区已累计创建 29

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57个区级美丽乡村。 

三是连片推进示范村创建，打造优化工程样板区。通过组团式创建，优化工程样板区已初见规模。围绕“产业优先、风貌协

调、集群创建”创建目标，基本形成南庄路五村联动的良渚江海（其中杨王村、沈陆村已成功创建乡村振兴示范村，六墩村正在

创建，江海村、曙光村已按建设标准同步推进），庄行镇三村联动的农艺公园（浦秀村、新叶村已成功创建乡村振兴示范村，渔

沥村正在创建）两大示范村组团，组团内示范村回归“三分灰、七分白”的基本色调，重构“小桥流水人家”的“新江南”生态

肌理，通过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乡村生态价值、美学价值、文化价值不断体现。目前，全区已累计

创建 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3个正在创建中。2021年 6月，奉贤首家荣获“2021 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称号。 

三、创新突破，汇聚民力，精耕细作实现“优化工程”长效管理 

一是创新实施“以工代赈”，提升农民参与度、获得感。贯彻落实中央、本市关于在农村领域开展“以工代赈”的文件精神，

跨前一步，在全市首先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以工代赈工作，统筹 1亿元项目资金，通过村民参与人居环境优化工程，引导村民不断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充分激发农民群众“自己的事自己办”的自觉性，既解决了村内环境，也增加村民就业增收。在实施“以

工代赈”项目时，为做到“公开、安全、规范、有序”推进，研究制定了《“以工代赈”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明确了两

项机制：一是监管机制，即区、镇定期对各村“以工代赈”项目开展“飞行检查”与“日常检查”，做好绩效评价、跟踪整改等

工作；二是公示机制，即在“材料采购、用人、出勤率、资金发放”等方面做到每月公示，自觉接受群众监督，预防微腐败。2021

年已启动实施 9个农村人居环境以工代赈补短板项目，总计 4.8万户农户将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改善周围的人居环境。 

二是推广农村人居环境责任区制度，落实长效管理。出台《奉贤区农村人居环境责任区制度的实施意见》，按照“合理区划、

定人定责、干部联村、党员联户、群众参与”的工作原则，将各村划分为若干个责任区，覆盖全村域、兼顾村村连接处，落实责

任人员和监督人员。责任区制度突出党建引领，采用“干部联村组，党员联千户”工作方法，积极引导党员、志愿者共同参与，

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责任区制度又实现奖惩分明，通过建立健全考核制度，考核结果在各类评

优评先以及村级可支配奖励金中予以充分体现，通过“面子+票子”双约束，对于责任区制度落实好的个人与单位进行通报表扬

与奖励，对落实不到位的进行公示并扣除相关奖励金等。 

三是和美宅基实现评星晋级制度，再次激发主动性。制定 2020-2022年新一轮“生态村组·和美宅基”积分制创建方案，由

合格制变为评星制，年终根据五星、四星、三星的星级评定实施差异化奖励。遵循“抓两头、促中间”原则，对“两头”做到既

“加冕”又“摘帽”。对不达标村组采取必要措施，加大力度改善基础条件，并加强日常检查促进常态长效，同时加强资金统筹

使用，要求各村留存 20%奖励金，向重点区域倾斜，提升整个村庄的创建水平。自第二轮创建工作以来，2081个村组成功创建，

86082户农民分享奖励金 1.63亿元。 

未来，奉贤将紧紧围绕“奉贤是个大公园，村村都是度假村”的发展愿景，不断建设“公园之城、园林之城”，铺陈“大地

公园”，以跨界、破圈、超越的姿态，打造“水天一色”的奉贤生态名片，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谱写“乡村让城市更美好，

乡村比城市更美好”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