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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人居环境提升 推动和美乡村建设

王难俊 胡 楠 王 珏 /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聚焦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重

点任务，强化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农村环境全面改善，农民幸福感、满意度大幅提升。

坚持规划引领，绘就和美乡村“溧水蓝图”

完善村庄规划。先后启动 63个行政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健全“区级乡村建设规划+村庄布点规划、

村庄规划、村庄设计、农房设计+农村特色风貌规划”乡村规划建设体系，引导村庄分类发展和整治提升，建设整体风貌协调的

自然村庄。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村庄规划时，预留农民住宅建设用地空间，实行农民住宅建设用地指标单列，专项保障村民

住宅建设用地需求。强化村庄规划约束管控作用，严格依规实施村庄建设管理，确保规划落地不变样。

突出地域特色。注重突出溧水特色和地域文化风格，最大程度保护乡村原有风貌，最大限度体现传统文化根脉和民俗生态

风情，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按旅游景区型、配套服务型、文化休闲型、产业特色型等类别进行设计，确保打造出既有

地域特色，又有个性亮点的和美乡村。

注重集思广益。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充分听取村民意见，确保讲好村庄故事、描绘村庄蓝图。将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和乡

村治理有机结合，把产业发展作为活力乡村的基础，把健康元素融入村庄设计中，挖掘特色资源，避免“千村一面”，打造各

具特色的村庄品牌。

改善人居环境，打造和美乡村“示范样板”

巩固“三大革命”成果。聚焦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四个关键环节，健全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大力推

动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全区所有行政村实现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理、垃圾分类全覆盖。实施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提升行动，推动污水管网与农村改厕有效衔接，逐步提高农户受益率和覆盖面。全区已完成 667个自然村的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实现全区整治提升类村庄和美丽宜居类村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全覆盖，全部移交区水务集团运维。高质量

落实推进“十四五”农村“厕所革命”实施方案，推动户厕由室外向室内转变、由厕所向卫生间转变。深入开展农村户厕问题

摸排整改“回头看”工作。全区共建成农村公厕 1100多座，满足实际需求公共厕所的行政村比例达 100%，全区农村无害化卫

生户厕普及率 99.99%，厕所粪污得到处理或资源化利用的行政村比例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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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创建中国传统村落 2个，省、市级美丽乡村 373个，省

级特色田园乡村 13个，省级生态宜居美丽示范街道 1个，省级生态宜居美丽示范村 8个，实现规划发展村庄美丽乡村建设全覆

盖。先后被评为江苏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美丽乡村旅游目的地。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突出“一部”“四沿”“五

旁”垃圾专项整治。进一步加强回收体系建设，推进废旧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和肥料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理，推进农业领域

白色污染治理。截至 2022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98.5%，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率达 93%，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5%。

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建立人居环境治理积分管理机制，为每家每户划分卫生保洁责任区，遴选有威信的村组干部、本村村

民组成考核小组，对目标网格住户进行考核，评分结果予以公示，排名靠前的给予物质激励。全员参与长效管护，党员干部带

头整治环境，群众参与“门前三包”，乡贤出钱、出智、出力参与环境整治提升。积极推动专业化、市场化运营管护和村集体

运营管护共存机制，加强对运营管护单位考核监督。区、镇街定期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考核打分，考核结果与专项补助资

金挂钩，推动人居环境实现长效管理。

抢抓发展机遇，助推和美乡村“再上台阶”

突出工作重点，提升建设品质。坚持“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拓片成面”，重点建设和美乡村示范点、串联道路景观改造、

特色田园乡村示范区打造，做到点有精品、线有美景、片有特色。一是“点”上突出精品打造。李巷、石山下、山凹、曹庄等

村，特色鲜明，配套服务设施齐全，全区建成一批配套完备、功能完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点。二是“线”上突出沟通串

联。建成 305公里“大环套小环，小环串末梢”全域旅游综合服务环，配建 90公里健康绿道，配置多个高等级旅游驿站。开通

3条复古“铛铛车”旅游线路和 16条公交旅游线路，开通和美乡村溧水直通车。三是“面”上突出特色发展。以现代农业发展、

环境综合整治、景观特色塑造、乡土文化重塑等为重点，加快多元化产业融合发展，李巷红色教育游、无想学校研学游、石臼

湖堤观景游等亮点频现。有序开发红色李巷、诸家村、石山下等古村落古遗址，挖掘保护骆山大龙、打社火等民间风俗、民间

技艺，着力打造各具特色的特色田园乡村示范区。

强化特色品牌，延伸建设内涵。一是围绕精品线路做特色。加快全区旅游环线建设，结合沿线自然资源特色、旅游产品类

型，打造精品特色旅游线路，将“名山、湿地”等景区和美丽乡村“盆景”串成“风景”。二是围绕休闲农业做特色。依托白

鹿园、丽山农场、石山下等一批农业观光景点，提升草莓文化节、杨梅采摘节、玫瑰节、蓝莓节、农耕节等农业节庆活动档次

和品质，大力发展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养生养老、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等新型业态，促进美丽乡村建设与农业发展良性互

动。三是围绕农民自主创业做特色。引导农民转变思想观念，鼓励扶持有条件农民和农村知识青年回乡创业，投资盘活闲置房

屋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家乐、特色小吃、特产工坊、特色民宿、农业电商等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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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招商力度，促进多方参与。通过土地确权入股、村民房屋转租、入股成立合作社等方式，利用农村闲置资源，加大招

商力度，吸引城市资本和人才到和美乡村进行投资，积极探索“政府+社会资本+村集体”的合作模式，有效调动市场和社会力

量的积极性，实现合作共赢，推进和美乡村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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