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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巡礼·市农业农村委

巴渝乡村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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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画里乡村 留梦里乡愁
重庆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掠影

5月29日，一场绵绵细雨后，
垫江县沙坪镇毕桥村千山万壑流
碧，风景如诗如画。

沿着公路一路前行，一座座
白墙灰瓦的巴渝民居犹如一幅幅
水墨画渐次展开：幽静整洁的院
落，潺潺流动的溪水，绿色如黛的
青山……画里乡村，梦里乡愁，引
来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其实，在重庆，类似毕桥村优
美人居环境的村子比比皆是。

市委农业农村工委书记、市
农业农村委主任路伟表示，近年
来，全市上下深学笃用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同时结
合重庆乡村发展实际，因地制宜
大力实施“五沿带动、全域整治”
和“千村宜居计划”，聚焦农村“厕
所革命”、农村垃圾污水治理、村
容村貌提升等“6+3”重点任务，
分类分档精细化整治，带领群众
持续开展以“三清一改”为重点的
村庄清洁行动，让乡村既有“面
子”又有“里子”。

如今，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全市7929个行政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喜人变化，“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宜
居乡村画卷正在巴渝大地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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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累计改造农村户
厕106.9万户，建设农村公
厕3077座，农村户用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82.9%。

数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建立健全“户集、村
收、乡镇转运、区域处
理”的农村垃圾收运处
理体系，建成 1096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村，行政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达99.9%。

有序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建设乡镇污水管
网4543公里，实施乡镇
和农村集中污水处理设施
技术改造400座。

以“五沿”为重点，深入推进村容
村貌提升，累计改造危房9.96万户，
整治提升旧房32.7万户，建设入户道
路2.14万公里，建设通组公路4.4万公里，创建
绿色示范村庄1609个，安装路灯35.5万盏。

以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和
农膜回收利用为重点，推动农业
生产废弃物变废为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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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重庆市乡村
规划设计导则》，开展

“三师一家”下乡工作，
推进实用性村规划编制
示范，全市村规划编制覆盖率达90%。

靶向精准 分类分档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白墙灰瓦如黛，农家小院鳞次栉比；茂林修竹掩映
下白鹭翩翩起舞，游客一路走一路拍，完全被南岸区放
牛村的景色所迷住。

要知道，在这之前，放牛村却是一个“灯下黑”。“虽
身在城中，但公路等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环境更是脏
乱差。”放牛村相关负责人说。

在没有实施这项行动之前，重庆很多村子和放牛村一
样，曾面临垃圾靠风吹、粪污靠蒸发、鸡鸭畜禽散养的问题。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幅
员面积8.34万平方公里，其中农村占95%。在这样一
个背景下，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难度不小。

市委农业农村工委专职副书记文明维介绍，结合
实际，重庆采取的方略是因地制宜，分类分档实施“6+
3”重点任务和“千村宜居计划”。

为保证任务有效推进，全市自上而下建立了“市级
主导、区县主责、乡镇主事、村社主体、农民主角”的责任
落实机制和“月（季）调度、双月协商、半年排位、年终考
核，不定期督导”的工作推进机制。同时，成立了由市、
区县、乡镇（街道）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农村
人居环境领导机构，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领导
干部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形成了党政“一把手”亲自
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高位推动机制。

同时，为实现靶向精准，全市按照“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工作思路，在全国率先提出
分类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的基础上，创新性提出全市
7900多个行政村分三档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的举措。

思路清，路线明，推进实施起来就游刃有余。奉节
县针对群众清洁习惯改变难、参与不积极的现实情况，
创建了积分银行，村民通过积分可兑换日用品等，从而
激发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的热情。

建管并重 激发内生动力育出文明新风

修建一座公厕，安装一定数量的路灯，建设多条入
户道路……“要彻底改变一个村子脏乱差的人居环境，
补齐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短板是前提，但更应该关注的
是如何实现人居环境的长效管护、如何引导农民群众
养成良好的生产生活习惯。”市农业农村委人居环境和
社会事业处处长刘明说。

为此，全市在“建管”上狠下功夫，致力于培育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的持久动力。建设方面，统筹区县对项目
实行“任务+清单”式管理，鼓励农村居民投工投劳，支持
村级组织通过“一事一议”等方式和农村“工匠”带头人
等承接入户道路、庭院整治等小型工程项目。

管护方面，建立全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管、
农村生活垃圾作业管理等长效机制，推广农村人居环
境“积分制”，建立“垃圾兑换银行”、管护经费收缴配套
制度等。这一点，放牛村有探索。

南岸区南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冉启贻介绍，放牛村将城
市物业管理模式引入村子，物业公司主要负责全村道路、
基础设施及居民房前屋后等公共区域的环境整治维护，管
理经营部分村级集体资产，并承接一些外包物业服务。

“不仅解决了环境管护的难题，还调动了村民参与
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如今，村集体增收100余万元，村
民人均分红500元。更重要的是，村里人居环境、公共

服务设施得到进一步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为营造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更好

地调动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全市还在村庄清
洁行动主题上下功夫，结合不同季节不同主题，广泛开
展春夏秋冬四季战役。

环境整治+ 把美丽风景变成“美好钱景”

“美”是我市乡村最具有同质性的表现。但是不是
每个村都大搞建设、大搞开发。我市明确在“渝味”上
下功夫，比如，村规划编制要注重保护乡情美景，充分
挖掘、保存好乡村文化、民族文化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文
化基因，着力打造富有巴渝特色的农村原生态画廊，最
大限度的留下乡愁。

不仅如此，我市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同时，还
发挥“环境整治+”作用，创新探索出“环境整治+产业振兴”

“环境整治+脱贫攻坚”“环境整治+乡村旅游”“环境整治+
乡村治理”等多种协同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工作模式。

以“环境整治+乡村旅游”为例，按照“可看、可玩、
可参与”原则，配套完善以院落为基础的污水处理和垃
圾收运等设施，从而形成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
体的生态绿色产业链。

垫江县毕桥村依托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结合当
地的箩兜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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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开展种蔬菜、
收油菜等多种农事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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