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整
合各类资金2.23
亿元，完成农村
危房改造 1479
户、旧房整治提

升4000户。完成无害化卫生厕
所改造1.98万户，农村无害化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81.09%。

创新实施“户收集、村集中、
镇转运、区处理”的农村垃圾分类
处理模式，累计投入资金3000万
元，184个行政村实现垃圾收运设
施设备全覆盖。

争取中央专项资金2400万
元，启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
区推进项目。

在全市率先实行“一河一策”
治理，建立“五长治水”模式，设立
区、镇、村三级河长617名。技改
提升30个乡镇污水处理厂，新建
农村污水管网45公里，有效提升
污水收处能力。

完善“路网”，建成“四好农村
路”700公里、入户便道139公里，全
区行政村道路通畅率达到100%。

完善“电网”，全面实施乡村电
气化提升工程，实施新一轮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完成75个行政村电
网改造升级。

完善“水网”，制
定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方案，加快重
点水源工程建设，农
村居民入户通水率
达100%。

实施村庄亮化工程，重点完善
农村集中居住区、村内主干道、公
共活动场所公共照明设施，逐步扩
大亮化工程覆盖面，建设公共照明
设施4000盏。

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

全区休闲农业全
域开花，更多农
民 吃 上“ 旅 游
饭”，全区农家乐

数量超过500家，总床位2万余
张，全区休闲农业从业人数近5
万人次，关联产业从业人数达到7
万人以上。2019年，全区实现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综合收入44
亿元，同比增长16%。

基础夯实

张亚飞 龙搏 杨敏

从眼前美迈向立体美生活 了富富

从一处美实现处处美环境 了美美

“出门见花，抬头见绿，环境美
起来，厕所卫生了、道路硬化了、路
灯更亮了、饮水也安全，生活大改
变。”三泉镇窑湾村村民黄忠贤提起
现在的生活感叹不已，“条件是越来
越好了，相信明天还会更好……”

窑湾村在南川东南部，青山环
绕，与金佛山、睡佛山森林公园等旅
游景区咫尺之遥，环境整治后的小
山村更加清爽、祥和。该村负责人
说，要是夏天来，村里全是丰收的果
树特别好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村里正研究借着整治的东风，发
展乡村旅游业，让村民富起来。

环境优美了、农村颜值高了、生
活方便了，发展乡村旅
游、特色产业、休闲农

业等等，就有了

先决条件，农村才会焕发出生机和活
力。要美丽也要富裕，南川以环境为
基，产业为魂，正让环境“眼前美”迈
向生活“立体美”。

据南川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南川坚持将生态宜居与产
业富民相结合，以发展休闲观光农
业和乡村旅游为突破，让环境整治
与产业发展、生态优良与生活富裕
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近年来，通过
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都市休闲农业、生态康养等绿色产
业，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正切实把生
态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绿
水青山变出更多的金山银山。

据了解，在重点发展中药材、古
树茶、方竹笋和南川米“3+1”四大特
色优势产业基础上，南川全区各乡

镇结合自身产业优势，正积极打造
乡村旅游示范点，坚持“一乡一产
业”“一乡一特色”。目前全区一半
以上乡镇已建立起主题鲜明、个性
突出的乡村旅游特色项目，基本形
成以大观生态农业园区为核心，一
主多辅的休闲农业发展格局。在产
业带动下，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
年增长，2019年达到16079元。

……
农村变美，农民变富，农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更强。南川聚焦乡村
振兴的美丽实践，立足特色化，面向
同城化，在推进主城都市区高质量
发展中实现新作为，正书写一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高质量发展答卷。

每天早上起床后，大观镇金龙
村村民王道纯料理完家务事，总会
习惯性地拿起扫帚清扫庭院，用垃
圾桶装好垃圾，就直奔附近的垃圾
点倒掉。“打扫庭院习惯了，邻居家
的门前都很干净，有人还主动将道
路边的垃圾清扫，村里环境变美了，
我们再不保持就太说不过去了。”曾
是村里清洁卫生最差一户的王道纯
一家，如今变得勤快了，不良的卫生
习惯也改掉了。指着社里的光荣
榜，他满是骄傲：“现在我可长期是
社里的最清洁户！”

从最不洁净到洁净之家，南川在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广大群众
也转变了观念，提升了素质。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是农民，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主体也是农
民。据南川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了让农民群众真正树立主
人翁意识，从过去的旁观者、局外人
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南川在组织群
众上下足功夫，坚持以群众为主体，
采取多种措施，让群众广泛参与进
来，使得环境整治工作事半功倍。

在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过程中，南川区按照生
活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理
的总体要求，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源
头减量和集中处理。村民们先将垃
圾分门别类投放进垃圾桶里，再将垃
圾分类处理；可回收垃圾奖励回收，
易腐垃圾堆肥返田，其他垃圾集中处
理的方式来解决农村垃圾问题；在推

进旧房改造中，南川区创新实施“财
政支出+群众出力”“群众出材料+政
府出人力”等模式，让村民既是受益
人，也是主导者。

除此之外，该区结合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大力开展农村居民文
明素质提升行动，创新实施文明实践
积分制度，持续开展洁净家园、乡贤
议事、知礼明德、志愿服务、家风传
承、文明旅游“六大行动”，采取“道德
讲堂”“梦想课堂”“坝坝讲坛”等形
式，推动文明乡风融入百姓生活，促
进农村居民向市民转变。

如今，“脏、乱、差”的农村彻底
变了脸，已经逐渐被“美、洁、净”所
代替，改出了村民的新生活，树立了
文明新风，也改出了好环境。

好环境是什么？
“一条条通村公路两旁绿树连

片，一户户幽静雅致的农家院落干
净整洁……整齐的房屋、平坦的道
路、满目的花草，处处洋溢着净与
美。”说起理想中的美丽家乡，石溪
镇盐井村村民陈秀明头头是道，指
着村里的变化，他的理想也正成为
现实。在人居环境整治推动下，这
个曾经脏乱的村庄，已完成了“颜
值”逆袭，成为备受追捧的诗意乐园
和“打卡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从“脏乱”村庄到“打卡地”，盐
井村的变化在南川不是孤例。

据南川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自被确定为全市6个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一类区县之一以来，南
川秉承“乡村即景区”理念，实施景
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在规划示范
上出新，在环境整治上求美，在长效
机制上破题，着力构建“天蓝、水清、
景美”的农村人居环境，正推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由点到线、由线到面、
由村向镇拓展，并在整治过程中，不
毁田园建公园，给大自然“种绿”，为
好生态“留白”，构建了浓妆淡抹总
相宜的水墨乡村格局。

其中，为解决“发展不平衡”难
题，南川区针对集聚提升类、城郊融
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等镇
村实际，完成了31个镇乡规划及184
个村村域现状分析及规划指引，编制

63个村规划，形成73项美丽乡村建
设规划成果，统筹规划一体打造；为
解决“规划无特色”难题，基于区位、
交通、生态、民俗等特征，科学划定生
态、生活、建设空间，南川合理布局村
级建设用地，有效引导村民聚集点、
乡村旅游服务点、康养体验点等选
址；为解决“示范难复制”难题，在人
口规模大、辐射能力强的乡镇，南川
率先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四清”

“五改”“三规范”示范创建，形成可借
鉴、能复制、易推广的经验做法。

提升村庄“颜值”，留住浓浓的
美丽乡愁，如今的南川乡村环境整
体一盘棋，村村有特色，户户有变
化，正从一处美变成处处美。

以行动美转变环境美观念 了变变

南川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1233”模式

“1”即树立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的第
一场硬仗认知。

“2”即以“五沿带动、

全域整治”为抓手。

“3”即将“三清一改”

作为具体方式，清理生活垃
圾、清理沟渠塘堰、清理畜
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

弃物，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
境的不良习惯。

“3”即 三 项 机 制 保

障，以区领导带头督办，乡
镇具体实施实现推动保障；
以全面整合多元资金投入
实现资金保障；以镇街一级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推
进实现长效保障。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点朱家院子 摄/汪新

村民健身广场 摄/汪新

中江村人居环境整治 摄/汪新

转变气质 提升颜值 做大价值

匠心绘制乡村新图景 全力推动振兴新实践南南
川川

青山叠翠，溪流清澈；房前
屋后，干净整洁；乡间村野，富民
增金……7月，走进南川区大观
镇金龙村，乡村新风迎面而来。
村民说，金龙村一直在变，变得
文明、和谐、大气、秀美。

打好乡村振兴第一战，金龙
村是南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作为全市4个同城
化发展先行区之一，南川从全局
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立
足山水自然、乡村田园禀赋和区
位优势，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坚持以人为本、道法自然，保
持特色风貌和自然本底，让山
水、田园、乡村成为城市的有机
组成部分，全力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正全力走出一条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理念，以高品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的乡
村振兴之路，努力在推进主城都
市区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作为。

如今在南川，一场转变“气
质”，既增“颜值”又添“价值”的
美丽实践，将一幅乡村振兴的美
丽画卷缓缓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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