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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居环境提质增优的吴江经验与启示

马斌斌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农业农村局

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美誉的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正通过一场农村人居环境方面变革，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获 2021 年度省政府督查激励；2020、2021、2022 年连续三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获省市考评第一

等次；通过“榜单”考核引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高质量推进”，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第二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三

年焕新农村公厕探索厕所革命‘吴江模式’”，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全国农村厕所革命典型范例；同里镇北联村、震泽镇众安

桥村、七都镇开弦弓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发生在乡村田野的这场深刻变化，来自于吴江坚持用一以贯之的定力、一

呼百应的合力和一体推进的魄力，纵深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吴江区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高标准制定整治方案、高水平补齐“三农”短板、高质量完成行动任务。全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通过“一张榜单”促考核，“二项机制”强保障，“三个层次”美颜值，“四季战役”固基础，多维

度立体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紧抓“一张榜单”促考核

持续落实“红黑榜”考核制度，区级专办重点围绕农村人居环境 11 项主要内容，采取日检查、周汇总、月通报形式，对所

有自然村实现季度检查全覆盖，并动用媒体力量进行全社会公示同时，累计发布“红黑榜”36 期，接受全社会监督。同时，将

“红黑榜”与区镇高质量发展考核、村干部年终报酬、行政村奖励资金直接挂钩，并建立干部约谈、调整机制，从上至下形成

合力，使农村人居环境成为全社会关注热点。创新推出“净美江村随手拍”小程序，发挥群众监督作用，有效助力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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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二项机制”强保障

通过责任机制和资金机制的落实，有力保障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高质量推进。区四套班子领导与整治薄弱村建

立挂钩联系制度，高位推动工作落实；其他区镇两级干部建立 1名副科职以上干部、1名中层干部、若干名区镇两级干部的“1+1+N”

挂钩联系制度，确保整治自然村全覆盖；186 名村书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切实负起村庄“人居环境负责人”责任，其他村干部

落实分片包干责任制。先后出台《吴江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集中攻坚行动工作方案》《吴江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冲

刺年”工作方案》《关于开展吴江区农村人居环境“净美江村”大整治行动的通知》等系列文件，区级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按

照年度考核排名及工作亮点予以奖励，2022 年下达“五美”奖补资金 7860 万元，为工作推进提供了资金保障。

围绕“三个层次”美颜值

坚持以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引领乡村建设行动，促进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一是聚焦提升村庄小环境。“美丽菜园”创建实

现行政村全覆盖，累计创成省级“美丽家园示范点”4个，各级“美丽菜园”示范村 40 余个、“美丽庭院”3000 余家。适时全

域启动“美丽村景”打造，争取 4000 万奖励资金，重点围绕村庄道路、河湖等 5类村庄公共空间，共建成“美丽村景”1800 多

个，带动总投资近 2 亿元，真正实现了从亮点打造到普惠共享的转变。二是统筹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体系。按照统筹规划、分类

推进、逐步提标原则，已建成 15 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523 个特色康居乡村、959 个特色宜居乡村，打造了谢家路“水韵桑田”、

开弦弓“研学旅行”、庙头后港“田园康养”、松陵南厍“白相里”等一批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水韵乡愁”盆景和“滨水人

居”风景典型，推动了乡村全面振兴。三是擦亮“江村”乡村振兴品牌。组团式、品牌化、片区化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出台《苏

州市吴江区乡村建设行动暨片区化协同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 年）》，为乡村振兴片区化建设提供政策支持。通过打通行政

村域农路、串联休闲旅游线路、统筹区域资源配置等方式，将单独发展建设的乡村个体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推动点位式“盆

景”转为连片的“风景”。全面梳理全区有特色、有亮点的片区，初步形成环元荡、环澄湖、环长漾为重点，辐射带动其他区

域共同发展的格局。

打好“四季战役”固基础

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四季战役”，发动各级干部、志愿者、群众参与村庄清洁行动超 75 万人次，有效解决了房前屋后、

公共区域、河塘沟渠以及农业生产废弃物等积存问题。利用党建阵地、村民议事等多种手段广泛宣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相

关工作，从观念上改变农村不良习惯，累计开展宣传活动 1.3 万余次。围绕垃圾治理、“厕所革命”、污水治理、道路提升等

重点任务，补齐农村人居弱项短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实现“垃圾入桶”到“垃圾分类”；持续推进全区城乡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行政村覆盖率 100%，自然村覆盖率超 92%；持续推进农村道路建设提升工程，获评“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高质量打通农村公路“最后一公里”，特别是结合长漾特色田园乡村带建设，打造全长 23 公里“稻米香径”，成为串联美丽乡

村的网红农村公路。

重点探索“厕所革命”吴江模式，在 2017 年全面完成农村户厕高标准改造，确保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 100%的基础上，

结合民营企业聚集、外来人口众多的现状，瞄准农村公厕这一人居环境“软肋”，开展三年焕新行动，累计完成新改建农村公

厕 1050 座，拆除老旧公厕 927 座。注重建管结合，制定“十步保洁法”标准化公厕保洁工作流程，所有专职保洁员经过专业培

训后才能正式上岗，并制定公厕“所长制”考核监督体系，推动农村公厕从“有人管”向“管得好”转变。村民还可以通过手

机扫描公厕墙上的二维码进入“吴江公厕助手”微信小程序，定位选择公厕对问题进行上报，维修人员第一时间前来检修。随

着厕所革命的深入推进，公厕成为赋能美丽乡村的别致一景，越来越多的公厕建设与特色田园乡村规划相融合，无论硬件还是

软件都丝毫不逊色于 5A 级旅游景区公厕，既提升人居品质彰显乡风文明，又成为游客评价游玩体验的“加分项”。

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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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核促长效。吴江探索建立“红黑榜”考核制度，通过“红黑榜”，强化正向激励、反向倒逼作用，推动区、镇、村三

级把整治责任压实压紧，在全区掀起整治热潮，形成主动作为、竞相发展的工作格局。从主要职能部门及各乡镇抽调专人组建

考核专办，以日检查、周汇总、月通报的方式，剖析存在问题，提出整改建议，督促整改落实，并通过公众监督、媒体公示等

既传导好压力，又促进问题解决。注重考核结果运用，将“红黑榜”与区（镇）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村干部年终报酬、行政

村奖励资金直接挂钩，并同步建立干部约谈、调整机制，让进入黑榜村的干部“红红脸”，倒逼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主体责任落

实。全域开展“净美江村”大整治行动，区四套班子领导及副科职以上干部挂钩联系制度覆盖所有自然村。

以积分促管理。吴江区全域推广乡村建设“积分制”管理，“小积分”撬动乡村建设管理新格局，切实激发村民积极参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美三优”行动，营造和美乡风新风尚，开创和美乡村建设新模式。一是出台文件，制度引领。出台

《关于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和清单制的实施意见》，指导全区创新运用“积分制”“清单制”工作方式，激发农民群

众参与和美乡村建设主观能动性，构建了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工作格局。开发“江村通”乡村治理小程序，整合积分制和村

级清单公开公示等内容模块，全面推进积分制线上运营，推进了乡村现代化管理体系实施进程。二是试点先行，全面铺开。以

平望镇群星村为试点，首创实施“家庭积分制”举措，探索“门前三包”与“人居文明典范户”评比新形式，引导村民主动参

与村庄垃圾治理和长效管护，群众的参与使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费用骤减，全村年整治费用每户减少了近 600 元，节省资金 35

万余元，为全区推广乡村建设管理新模式摸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全区 186 个行政村已实现“积分制”管理全覆盖。三是发动群

众，共治共享。通过“积分制”培育农民群众的健康卫生意识和环境保护观念，激发村民维护村庄环境卫生的主人翁意识，树

立“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彻底扭转“干部进村自己干，村民站在旁边看”的现象，最终实现常态长效，实现“里子”美。通

过“积分制”提升村庄现代化乡村建设管理水平，七都镇开弦弓村、盛泽镇黄家溪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以产业促提升。吴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借鉴浙江“千万工程”“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

和美”的新路，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积极打通“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的转换通道，产业的提升进

一步带动周边村庄环境面貌改善，实现了环境和经济的双向奔赴。抓住环境改善带来的流量，发挥佳禾食品、太湖雪、欧福蛋

业等农业龙头企业的示范作用，招引更多知名龙头企业和优质经营主体，形成乡村产业集群，增强乡村“造血”功能，形成可

持续的发展模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与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塑造好形象和好口碑，吸引周边游客

游玩，促进当地农家乐，美丽庭院、美丽菜园等发展。例如横扇街道新湖村以苏州区域内最大的柑橘种植基地为发展原点，以

“橘”元素为创新亮点，发展以柑橘产业为主的休闲农业，带动村庄环境有序提升，实现环境美、产业强、村民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