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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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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平

清明节小长假刚刚过去，许多出游的人
有这样的感受：乡村美则美矣，但却美得“千
村一面”，少了些内在的独特“气质”。

“赏花、采摘、农家乐”是标配“三件套”；
餐桌上，黑猪肉、土鸡蛋、有机蔬菜，菜单上基
本是“经典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旅游纪念品
也多是流水线产品。赵村如是，李村如是，张
村、王村也如是。

“气质”是什么？对于人而言，是内在魅
力的升华；对于乡村来说，则是文化、历史积
淀的自然流露。人的气质来自内心的修养，
乡村的气质就在于与众不同的精气神。

垫江县沙坪镇毕桥村靠着传统的农耕
文化而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最美乡村之一；
巴南区滩子口村靠着高山水库的优势独领
风骚，成为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武隆犀牛
寨能一夜走红，源于原生态的土家族吊脚楼
文化……每一个美丽的乡村都植根于它的气
质之美，一街一巷、一路一桥、一草一木，以及

每一个村民身上自然散发的气质。遗憾的
是，一些乡村在改善人居环境过程中往往忽
略了气质的养成，盲目照搬外地“成功经验”，
花费了钱财和精力，照猫画虎，人为制造出了

“千村一面”的尴尬。
颜值停留在外表，而气质才是真正的内

涵。一味只注重外表的模仿克隆，终究不能
散发出真正的魅力。东施效颦表演得再逼真，
也不可能激发出令人心动的感觉。在深入推
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过程中，要兼造乡
村的颜值和气质。

修路建桥容易，种花养草容易，但要修
炼气质却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久的
打磨。每一个乡村都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
历史积淀，可以发掘出人无我有的特色，继
而通过乡约民俗的浸润，逐渐形成自己的精
神面貌，久久为功，最终必将彰显出独一无
二的气质。

既有颜值又有气质的乡村才是美丽乡村
最核心的竞争力，才能帮助乡村从激烈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实现可持续发展。

美丽乡村要有颜值更要有气质

綦江
废弃农膜变废为宝

近日，綦江区三江街道照贵村村民李开凤
将废弃的棚膜拿到村里的回收点售卖：“一共3
公斤，卖了4.5元。”

笔者在现场看到，回收点主要回收废弃的
棚膜、地膜、农用塑料包装袋，根据种类、质量不
同，回收价格有所差异。目前，綦江区21个街
镇已实现镇级回收站全覆盖，建立了67个村级
回收点，今年已回收废弃农膜101.4吨，全年将
实现废弃农膜回收率83%以上。

在綦江供销集团合民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里，废弃农膜经过清洗、破碎、热熔、
切割等流程，变成了一颗颗黑色的再生塑料颗
粒，该公司负责人代世林介绍，这些再生塑料颗
粒销售给下游企业，用来生产水管、编织袋、塑
料桌椅等产品。

“废弃农膜集中回收，不仅环境卫生变好
了，而且还有钱拿，真不错。”李开凤说。今年綦
江区还要继续将回收网点向村居延伸，并加大
宣传力度，提升农户环保意识，做到应收尽收、
高效加工。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成蓉 宗雪

石柱
对贪夜蛾绿色防控

“插在地里的那个杆杆是个啥子哟？杆杆上
那个‘灯’有啥作用呀？”日前，在石柱县大歇镇大
歇村的水稻育苗和玉米幼苗移栽基地，几位村民
对施工人员正在安装的昆虫诱捕器问个不停。

施工人员安装的是草地贪夜蛾昆虫诱捕
器，以诱导药物的特殊气味吸引草地贪夜蛾，其
一旦进入诱捕器内，很不容易逃脱。此方法与
传统药物防治技术相比，具有诱导药物持效期
长、无污染、低成本、控制范围大等优点。

草地贪夜蛾适应生存区域广、迁飞能力强、
繁殖能力高，可大量啃食水稻、玉米等多种农作
物。“当前正值水稻育苗和玉米幼苗移栽季节，倘
若幼苗被草地贪夜蛾啃食，将严重影响春耕春
播。”大歇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安装草
地贪夜蛾昆虫诱捕器，可以早发现、早预警、早控
制，全面阻击草地贪夜蛾对农作物的危害。

目前，大歇镇在大歇村已安装了10套草地贪
夜蛾昆虫诱捕器，并将在全镇推广，确保农业生产
安全。 石柱县融媒体中心 隆太良

合川
共抓边界地带大气污染

笔者近日从合川区沙鱼镇获悉，该镇与“邻
居”四川省武胜县乐善镇合作，携手共抓川渝边
界地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合川区沙鱼镇与四川省武胜县乐善镇连
界，为确保沙鱼镇及川渝边界地带天更蓝、水更
清、空气更清新，该镇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
为契机，加强与“邻居”四川省武胜县乐善镇合
作，共同实施川渝边界地带大气污染防治工程。

一方面，双方联合成立大气污染防治
宣传队，向川渝边界地带群众宣传大气污
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升边界地带
群众的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让防治大气污
染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共同组织防治大气
污染巡逻队，严禁露天焚烧秸秆、杂草，一旦
发现有人露天焚烧秸秆或杂草，在及时劝导
制止的同时 ，进行批评教育。同时，当地加强
对川渝边界地带的建筑工地管理，严禁露天堆
放河沙、水泥等建材，严禁工程车辆敞运渣土及
建材，避免产生施工或运输扬尘。

合川区融媒体中心 周云

大足
樱桃成熟了

4月的大足区宝顶镇车家村，红樱桃漫山
遍野，果实累累，晶莹诱人。

当地村民龙顺友利用坡地，栽种了4亩地
的樱桃树，目前进入采摘期，火红的樱桃外表诱
人，味道甘甜。

据介绍，当地3个村约1000多户村民共栽
种了近3000亩樱桃树，欢迎大家到现场采摘，
采摘价格每斤15—30元。

联系人：龙顺友；电话：15277317825。
大足融媒体中心 黄舒

渝北
香菇丰收了

近日，渝北区古路镇吉星村食用菌基地，成
千上万的菌棒上密密麻麻长满了香菇，一簇簇、
一丛丛，探头探脑，丰收景象煞是喜人。

该基地种植香菇面积4300多平方米，从原
料配制、菌棒封包、菌棒灭菌到注入菌液、培育
菌种，基地已形成完整的食用菌生产流程，主要
生产中高端食用菌。

目前，该基地每天可以产收香菇500公斤，
欢迎市民游客们到现场采摘，也可以通过快递
邮寄到家。

联系人：冉女士；电话：13648383806。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张泽美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赵伟平

4月5日，一场冷雨后，巴南区圣灯山镇滩
子口村，白墙灰瓦的民居、幽静整洁的院落、
潺潺流动的溪水、绿色如黛的青山……在泼
墨山水画中渐次展开。画里乡村梦里乡愁，
引来一波波游客。

在重庆，像滩子口村这样的美丽乡村越
来越多。

2018年，我市通过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以下简称“三年行动”），全市
7929个行政村围绕“6+3”重点任务（农村厕
所革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村容村貌提升、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村规划编制、引导村民形成良好卫生习
惯、完善建管机制、强化政策保障）开展治理，
各地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强调，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第一场硬仗，必须遵循乡村建设规律和
特点，加强规划引领，因地制宜确定整治任务
和建设时序，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注重建
管并重，持续健康向前推进。

今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第一年，当
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还有哪些短板和突出问
题？乡村振兴如何打好第一场硬仗？连日
来，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观念难改
村民主动参与意识不强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如火如荼，但仍存在
村民主动参与的意识不强、示范村的示范引
领不明显等问题。”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
说。

圣灯山镇的示范村滩子口村，在整治前
期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圣灯山镇辖设11个村3个社区，是巴南区

典型的农业大镇。由于村民生产生活用的秸
秆、柴草乱堆乱放，畜禽散养、白色垃圾随手乱
扔、粪污横流等，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突出。

巴南区城乡一体发展中心每年对辖区的
每个行政村有5万元的补助资金，圣灯山镇
11个村每年能获得55万元资金。

“辖区面积大，农户又分散，要是每个村
的资金撒胡椒面平均用力，那点资金干不了
啥。要是把资金集中起来，选取一些典型进
行集中示范，效果或许要好些。”圣灯山镇副
镇长喻勤介绍，滩子口村离场镇近、基础设施
配套相对较完善，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
将其作为试点村开展整治工作。

经过两年的努力，滩子口村的变化显而
易见。在当地采访时，六社村民冯绪均热情
地邀约记者去他家参观。

穿过一片小游园，一座白墙灰瓦的民居
呈现在眼前。“到了到了，这就是我家了，是
不是跟城里的花园洋房没两样，里面更漂亮
呢。”家里摆放整齐，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一
应俱全，水电网也都入了户，灶台还贴了瓷
砖，用上了抽油烟机，厕所更是打扫得亮堂
堂的。

村党委书记杜朝均介绍，整治后，100余
户农户门前的院坝得到了硬化美化，房前屋
后的边沟也得到清理；通过亮化工程，公路沿
线及重要节点装上了路灯，村民出行方便了，
村容村貌也变得干净漂亮。

作为示范村打造的滩子口村整治后效果
立竿见影，但示范引领的效果却不明显。喻
勤说，他们定期组织其他村的干部、村民代表
到滩子口参观学习，但总有人嘀咕：“还不是
用钱堆出来的。”“有啥好学的，这些花台中看
不中用，晒谷子晾衣服都不方便。”

有的村民因为项目没有落户自家村社，
因而对环境整治不冷不热，甚至对环境整治
的认识也有偏差。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
题，滩子口村并非个案。

垫江县沙坪镇毕桥村是中国最美乡村之
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市级示范村，获得了多
块金字招牌，但在整治之初，黄中华等许多村
民都在闹情绪：“住久了的老房子，怎么弄也
比不过那些新修的房子。”

“要我们修花台来种草草，山上到处都
是，关键还要浇水施肥，多的事都来了！”

“要自己掏些钱出来改厕所，还费水，不
划算！”

……
村民陈旧落后的观念，成为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中的“拦路虎”。

循序渐进
从一处美到全域美

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一件易事。
圣灯山镇的做法是，结合打造全镇康养

旅游小镇的契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由示范
点、示范村向11个行政村连片连面集中整治。

今年圣灯山镇将以6.8公里的圣灯路沿
线的滩子口村、大沟村、沿滩村、西河村为重
点，进行农房的外立面改造、污水管网的治
理，“蜘蛛网”“蓝棚顶”的连线治理。同时在
两年内分步骤对天枰村、石林村、圣灯山村进
行环境的集中整治。加大对场镇周边的外立
面的改造、公路的提档升级、公厕以及停车场
等的修建，让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从过去的点
到串联成线再到扩展成面。

针对群众参与性、主动性不强的问题，垫
江县沙坪镇通过“五看一比方式”，激发村民
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来的主动性。

3月15日，毕桥村二社的黄中华夫妇又
获得“最美清洁之家”荣誉。当天，和黄中华
一样获得荣誉的还有4户家庭。但在以前，黄
中华家是毕桥村清洁卫生最差的一户。

为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促成村民养成良
好的清洁卫生习惯，镇村干部通过召开党员干
部会、村民院坝会以及村干部入户宣讲等方
式，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同时针对群众文明
习惯改变难、思想接受慢等实际情况，村里细
化实行“五看一比”治理方式，即看房屋四周是
否堆放整齐，看厨房厕所是否整洁无味，看室
内摆放是否规范到位，看院坝圈舍是否井然有
序，看庭院绿化是否美观清爽，比谁家清洁谁
家庭院更美，并教育群众围绕扫、洗、摆、擦、捡

“五字诀”，长效坚持搞好环境卫生。
观念转变后，黄中华家变化很大，房子虽

破旧，但收拾得规规整整清清爽爽。黄中华
还有了一个新身份——毕桥清洁家园志愿服
务队成员，负责对周边的清洁卫生进行清理。

在他的影响下，现在很多村民主动关心
村里的环境卫生，只要道路边、广场上、公共
区域有人乱扔果皮纸屑，他们都会上前提醒，
劝诫不文明行为。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乡
村振兴的第一场硬仗，“十四五”期间，重庆在
抓好“6+3”重点任务基础上，将继续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让人居环境整
治向深处走。到2025年，力争建成39个成片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片和1000个宜居
村庄，让环境整治由一处美到全域美，由一时
美到时时美转变。

因势利导
变美丽环境为“美丽经济”

滩子口水库从滩子口村穿村而过，境内
除了水资源丰富、山清水秀外，森林覆盖率高
达70%，是重庆主城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得
益于近年来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滩子口村
不仅吸引了多家农业企业进村来发展，同时，
村集体决定利用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禀
赋，再结合村集体经营的中药材、蔬菜瓜果、
园林苗木等打造成一个集休闲观光、采摘体
验、民宿酒店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业。

在毕桥村，村里依托干净整洁的村容村
貌，结合当地的箩篼文化、农耕文化以及山水
田园景观，引进了5家企业到村里来发展休闲
采摘业。为丰富业态，去年村集体整合涉农
资金，还修建了一座占地480平方米的乡愁博
物馆，同时配套修建了占地1万亩的油菜大观
园，市民不仅可以前来观光游玩，还能进行种
蔬菜、收油菜等多种农事体验活动。

黄中华就深刻体会到了环境变化带来的红
利。毕桥村去年从明月山引入山泉水，潺潺流水
让村子焕发灵动生机。他将自家院落修葺整理
成农家乐，仅清明节三天，就净赚5000元。

据介绍，毕桥村2020年接待游客35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2600万元，带动农民户均增
收2200元。村集体纯利润有100多万元，其中
20%用于村里人居环境的管护。

为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的长效管理和有效
维护，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引入物业公司，
对全村道路、基础设施及居民房前屋后等公
共区域的环境进行整治维护。

数据显示，“三年行动”实施以来，全市累
计改造农村户厕106.9万户，建设农村公厕
3077座，建成1096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建
设乡镇污水管网4543公里，累计改造危房
9.96万户，建设入户道路2.14万公里，建设通
组公路4.4万公里，安装路灯35.5万盏；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92.8%，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87.2%，回收废弃农膜2.2万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是简单的头痛医
头、脚痛治脚的单个问题，而是一项系统性、
整体性的工作，对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旅游都
大有益处。环境美了，游客来了，就实现了把
美丽环境变成可持续发展的‘美丽经济’，绿
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市农业农村委
主任路伟说。

重庆乡村建设行动
系列报道之七

垫江县沙坪镇李白村实施垃圾分类等人居环境整治垫江县沙坪镇李白村实施垃圾分类等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变得干净整洁乡村变得干净整洁。。
特约摄影特约摄影 向晓秋向晓秋//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通过农房改造和环境整治通过农房改造和环境整治，，掩映在绿树青掩映在绿树青
山中的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成为很多游客山中的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成为很多游客
的休闲放松之地的休闲放松之地。。

特约摄影特约摄影 郭旭郭旭//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第一场硬仗第一场硬仗””该怎样打该怎样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