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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汤艳娟

近日，大足区邮亭镇复兴村，村民
喻文光把家门口的臭水沟打造成“微果
园”，吸引了10多个村民前来学习，准
备挖掘家门口的“美丽经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一场硬仗，既需要政府加大投
入营造生态宜居的大环境，还需村民自
觉改善房前屋后小环境，更需要社会各
界给予配合与支持。

“像邮亭镇这样，我市农村人居环
境逐步变美。”市农业农村委人居环境
和社会事业处处长刘明介绍，我市自
2018年大力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以来，广
大村民、热心人士、集体经济组织等积
极唱“主角”，农村居住环境和农民生活
习惯正在逐步改变。

邮亭镇的“计谋”

以往的复兴村人居环境较为糟糕，
上百户村民家门口都有大小不一的黑
水凼，常年散发臭气。在去年邮亭镇启
动的整治农村人居活动宣传中，对此习

以为常的村民不为所动，认为前来动员
的干部们“多管闲事”。

“‘政府干，百姓看’的现象，在农
村非常普遍。正面应对解决不了问
题，我们就试着用‘计谋’从侧面去突
破。”邮亭镇副镇长肖俊说，该镇投入
200多万元推进了改脑、改房、改厕等

“七改”工作，又整村开展居宅整洁、庭
院整洁、周边整洁的“三洁庭院”红旗
评比，渐渐让村民从“看戏”转变到了

“唱戏”。
特别是对村民家门口的黑水凼、杂

草地、垃圾堆等，邮亭镇给大家出了一
个“金点子”：打造“微果园”“微菜园”

“微花园”“微竹园”等庭院经济，为发展
乡村休闲观光旅游做好前期准备。

喻文光行动迅速，平整了家门口的
100平方米黑水凼，种上了镇里赠送的
鸢尾、美人蕉、菖蒲等净水植物。后来，
他又把自家庭院和这块地串联起来，打
造成一个花团锦簇、瓜果飘香的“微果
园”。喻文光说：“我这个‘微果园’只有
两三亩地，种了红美人柑橘、杨梅，养了
几十只土鸡，估计挂果后每年能收入

3000元。”
村民观念一变，农村到处变美。邮

亭镇利群村便发生了两件颇为轰动的
事——家住罗家院子的4户村民共同捐
资4万余元，买下了邻居家两栋破败闲
置的老圈舍，将其与周边杂草地一同硬
化成600多平方米的坝子；蒋太斌等村
民捐资7万余元，将品子坝的杂草地平
整硬化后，建成了一个休闲健身小广
场。

爱心人士的“回馈”

一场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让村容
村貌变好了，广大村民的卫生习惯也潜
移默化地发生了改变。

“打扫卫生，成为我起床后干的第
一件家务。”璧山区正兴镇卫寺村村民
刘继芳今年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都要
将门前的大坝子打扫一遍，并用抹布将
几把公共座椅擦拭干净。

刘继芳居住在一个较为特殊的农
民新村——这里的31栋房屋统一修建
成白墙灰瓦的“联排别墅”，还有绿化
花台、休闲广场、音乐喷泉等设施，整

个新村像极了有着物业管理的城市小
区。

“多亏了我们村里的成功人士薛方
全，他补贴6万元，帮我们建起了这么漂
亮的小洋楼。”刘继芳说，“要不然，我们
一家还住在山上的破旧房子里，哪能在
这里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你看，他
今年又捐款帮我们安装了这些公共座
椅，我打扫打扫就是为了美化自己的家
园！”

几年前，从卫寺村走出去的民营企
业家薛方全心系家乡，向村里捐款600
万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并补贴居住分
散的村民建设农民新村。同时，他希望
村里按照城里物管公司的相关标准，引
导村民养成卫生习惯。

“如今，我们的农民新村成了村里
最美的风景！”村委会主任林光贤介绍，
今年来，村里又用薛方全的捐赠基金，
陆续为村里安装了路灯、配备了休闲
椅、种下了景观树……“看着自己的家
园越来越美了，村民们主动圈养起鸡
鸭，自发垃圾分类，让维护家园美景成
为了自觉习惯。”

放牛村的“牛气”

在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的这场硬仗
中，不少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挥了巨大作
用。

去年底以来，地处南山国家森林公
园的南岸区南山街道的放牛村，干了几
件颇具“牛气”的大事：向村民派发了
300万元“过年钱”，投资150万元架设
了1100余米污水管道，花费100万元
在村道两旁种下了蓝花楹、樱花、桃花
等十余种花草苗木。

“这都是好环境带来的‘牛气’！”对
此，放牛村相关负责人自豪地介绍，该
村的521户村民中，大部分以种植销售
花木、盆景、打造民宿为主要经济来
源。目前，村里已发展了“桃花园”“腊
梅园”“盆景园”等休闲农业园区，集聚
了20余家精品民宿，去年的乡村旅游
总营业额达5000万元。

为了更好地实现借景生财，放牛村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针
对庭院卫生环境、生活污水处置、生活
垃圾处理等方面的短板，投入700余万

元实施综合整治项目，不断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

为了更好地保障环保投入，该村集
体经济组织——放牛乡村物业公司聘
请了8个固定保洁员维护公共卫生，每
年拿出20万元左右美化村容村貌，并
落实环保资金确保污染治理设施长期
稳定正常运行。

去年，放牛村集体经济收入70余
万元，投入人居环境整治的资金就达30
万元。“我们村里的环境变好了，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财气就来了。财气来了，村
里便有钱美化环境了！”该村相关负责
人说，如今，村里的环境越来越美，前来
休闲度假的游客越来越多，农户房屋租
金较3年前翻了两三倍，农业产业的销
售额也翻了两倍。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
官之年，也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的收官之年。”刘明介绍，在社会各界
的支持下，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
善，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村民的环
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部分地方实现
山清水秀村美、宜居宜业宜游。

村民观念变 农村处处美

人居环境整治激活乡村“美丽经济”

□本报记者 罗芸

暮春时节的城口县周溪乡凉风
村，春风在山野田间荡漾，到处是农民
忙碌的身影。

在村委会办公室旁，黄底红字写
着“扶贫政策有千条，自身奋斗第一
条”标语，十分显眼。

“这几年我们实行‘智志双扶’，扶
贫先扶‘精气神’，‘等靠要’思想越来
越少，大家自力更生的劲头更足了。”
近日，33岁的村支书伍东说，凉风村
已于去年实现整村脱贫。

近年来，我市着力激发贫困群众
内生动力，通过加强宣传教育、政策
引导、典型示范，发挥村规民约作用，
改进扶贫政策兑现方式，增强贫困群
众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主动
性。

谭显理：幸福不是“等”来的

四社的谭显理住在公路边，崭新
的房屋、整洁的院坝、干净的陈设，看
不出这是三个“单身汉”的家。

谭显理80岁，老伴十几年前走
了，两个儿子如今四五十岁了还没结
婚，这个家就只剩下三个“单身汉”。
过去，这个家脏乱得不成样子：家里到

处是灰，锄头和饭锅放在一起，等到没
碗盛饭了再把灶台上堆的一摞碗集中
洗……

村干部多次走访，劝他们注意卫
生，谭显理却满不在乎：“等下辈子到
平坝地区投个好人家，再来讲究。”

2017年初，谭显理一家三口搬到
集中安置点的新家，还是按以前的习
惯过日子。村干部反复上门宣传，再
由干部党员等组成的志愿者帮他家收
拾。

慢慢地，谭显理家开始改变：吃饭
上桌，及时洗碗，桌子、板凳擦得亮锃
锃的……

2018年，村里开始推行环境卫生
标兵等评比，谭显理家在第二次评比
中获奖，还得了垃圾筒、香皂等奖品。

在帮他上门贴奖状时，村干部又
顺势把他夸得乐呵呵的，然后劝导：

“如果中药材种得好，也有奖状，还有
补贴。”

在村里的帮助下，谭家种了五六
亩中药材，养了18桶中蜂，两个儿子
还被推荐到当地一些小工程打零工，
现在全家一年收入3万多元没问题。

“以前不晓得日子怎么过才能过
得好，干啥都想着等下辈子。”谭显理

现在不这么想了，“日子越过越好，我
还想再多活几年呢！”

程德平：靠政策，更要靠自己

入春后，程德平也忙碌起来：
喂羊、放羊、挖竹笋、管理药材和中
蜂……周围村民都说，程德平这两年

“像变了个人”。
以前，程德平三天两头就找到村

委会办公室，和村干部“争嘴”（吵架），
怪干部“办事不公”。他还理直气壮地
说：“不多弄点政策来，我怎么脱得了
贫？”

2017年，村里确定了中药材和
笋竹两大主导产业。程德平不为所
动，继续种玉米、红苕。第二年，二社
伍先清的 5 亩中药材收获 7000 多
元，每亩获得200元的奖励。不仅如
此，村里带大户到外面学习，他也榜
上有名。

见伍先清“有搞头”，程德平也赶
忙种了3亩中药材。在发补贴时，他
质问村干部：“我是贫困户，为啥只补
了600元？为啥外出学习不叫上我？”

干部们轮流上阵，用事实说话，并
告诉他：“这些都是有公示的，把你名
字贴上去，大家服不？”

在事实面前，总想“多要点政策”
的程德平仍不服气。他把村里公示栏
的补助和奖励研究了好几天，丢下一
句话：“我搞好了，政府不能亏待我！”

此后，村干部经常上他家，宣传扶
贫政策鼓励“多劳多得”，并让伍先清
教他种植技术。

这两年，程德平家发展了10亩中
药材，养了27只羊、近50桶中蜂，靠
着泥水匠的手艺在周边村镇打零工，
年收入在二社排到了前面。

现在的程德平跑村委会办公室的
次数少了，在村微信群上发言说的都
是自己发展产业的心得，“家里的活路
忙不赢，去找干部要政策那点时间，还
不如多做点事，名声也好听。”

罗建清：要来的，不如挣来的

最近村里在硬化公路，罗建清作
为村义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带着几个
监委会的成员常去巡察。他现场提出
的整改意见让施工方听了连连点头，
表示会照着整改。

“干活踏踏实实的，心里才能踏踏
实实的。”罗建清总结。

罗建清因小时生病导致腿有点
瘸，走路有些吃力，却“从不吃亏”，喜

欢争这争那。一些村民看他腿脚有残
疾不计较，却渐渐地不愿和他往来。

2016年，伍东回村任支书后，发
现罗建清人聪明、不服输，只是把大部
分的精力都花在和邻居、干部较劲上
了，尤其爱利用自己残疾要“照顾”、要
优惠。

2017年春，村里需要聘请新一届
义务监督员，伍东首先找到罗建清。

随后，罗建清作为义务监督员参
加了村里的许多会议，发现村里事务
多，一碗水不容易端平。尤其是一些
补助，若多给了这个就不能给那个，
最公平的办法还是严格按照规定执
行。

“以前一些照顾我的人，其实比我
还困难。”罗建清很受触动，“手心手背
都是肉，应该把补助用来帮助那些最
困难的人。”思想转变了，罗建清把更
多精力投入在发展产业上。在做好村
监委会工作之余，他喂了12头牛，种
了7亩中药材，养了40多只山地鸡，
一年能收入七八万元。

“我在村里当义务监督员，致富必
须带头。”罗建清信心十足地说，“我现
在可以挺直腰杆，拍胸膛对其他人说：
要来的，不如自己挣来的！”

扶贫先扶“精气神”脱贫先脱“等靠要”
——城口凉风村以内生动力激发脱贫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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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綦江区赶水镇铁石垭村，农居错落有致，油菜拔节开花。近年来，该镇将农村C、D级危房改造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有机结合，及时排除村民住房安
全隐患，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农村群众的居住条件更好了，生产、生活环境也更加漂亮了。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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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4月
1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
局获悉，为提高“大城众管”水平，引
导社会组织和市民群众参与城市管
理，我市今年全面推广落实“门前三
包”（即包卫生、包秩序、包设施）责
任制和“五长制”（即街长、路长、巷
长、楼长、店长）。

市城市管理局人士介绍，“门前
三包”责任制和“五长制”的工作范
围以主次干道、窗口区域、背街小巷
以及楼栋、临街门店等为重点，在各
区县的城市建成区推广落实“门前
三包”责任制和“五长制”。落实“门
前三包”“五长制”，可进一步强化群
众参与城市管理的责任意识，共建
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以九龙坡区为例，该区建立了
“门前三包”“统管、协管、巡管”三级
组织管理体系，统一划定设置门店
经营红线，严禁超越红线违规占道
经营，违者追究责任严惩不贷。同
时，结合网格化工作，提出了“五长
制+网格化”工作模式，全区共划分
750个网格，并设置网格人员1464
名，“五长制+网格化”的城市综合
管理格局初步形成并显现一定成
效。

市城市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主
城区共设立街长477名、路长1412名、巷长
3314名、楼长11541名、店长54579名；签订
门前三包责任书16.6万余份，悬挂门前三包
责任牌16.6万余块；建成“门前三包”“五长
制”示范道路20条，在建示范道路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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